
“奋进”号等待第五次试射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2日电 美国航天局12日
晚宣布，由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附近出现
雷暴天气，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2日19时13分（北
京时间13日7时13分）进行的“奋进”号航天飞机发
射将被推迟一天，等待第五次试射。

美航天局说，地面控制中心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13日 18时 51分（北京时间 14日 6时 51分），再次尝
试发射“奋进”号。

这已经是“奋进”号第四次被推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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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首位女总统就职
今年53岁 曾任欧盟财政委员
据新华社里加7月12日电 维尔纽斯消息：立

陶宛新任总统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 12 日宣誓
就职。

据来自立陶宛总统府的消息，当天在立陶宛议
会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格里包斯凯特宣誓效忠国家
和宪法，遵守国家法令，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
独立、民主。她承诺将“成为一名积极的总统”，
并号召民众“成为积极的公民”。

宣誓仪式结束后，格里包斯凯特同卸任总统阿
达姆库斯共同检阅了立陶宛武装力量，随后在总统
府举行权力移交仪式。

现年53岁的格里包斯凯特在今年5月进行的立
陶宛新一届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任
女总统。此前她于 2004年出任欧盟委员会负责财
政计划和预算的委员。

7月12日，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总统就职
仪式上，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向人群挥手。

新华社发

洪驱逐6名委内瑞拉记者
临时政府宣布取消宵禁

据新华社特古西加尔巴7月12日电 洪都拉斯
警方12日指控6名正在特古西加尔巴采访的委内瑞
拉籍记者涉嫌使用非法车辆，并决定将这些记者驱
逐出境。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记者西尔维拉 12日在洪
首都国际机场证实，数名洪都拉斯武装警察 11日
晚闯入委内瑞拉记者团入住的酒店，强行带走了6
名正在工作的委内瑞拉记者，并扣留了所有录像设
备。在委内瑞拉驻洪都拉斯大使馆的斡旋下，警方
释放了这些记者，但要求他们立即离境。

洪都拉斯临时政府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上述6人涉嫌使用一辆被偷窃的车辆，本次事
件只是对一桩普通车辆被盗案件的调查程序。

另据新华社电 洪都拉斯临时政府 12日宣布，
取消从6月28日开始实施的全国宵禁。

洪临时总统米切莱蒂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宵禁措施对于稳定国家局势一度起到了积极作
用，值得肯定。目前国内社会治安已经基本恢复
平静，因此他宣布从 12 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取消宵禁。

特技飞机不慎“吻”汽车
据新华社7月13日专电 德国南部12日举办的

一场飞行表演中，一架飞机表演飞行特技时不慎撞
上一辆小轿车。所幸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一些目击者告诉德新社记者，这架飞机当时正
在展示一系列环形飞行特技。突然，飞行员驾驶飞
机低飞，过于贴近地面，飞机起落架撞上一辆小汽
车顶端。

与飞机“亲密接触”后，小汽车冲入附近农田
中。飞机起落装置在碰撞中被撞掉，也坠入农田。

飞行员与车内一对夫妇受轻伤，这对夫妇的女
儿伤势稍重。

当地警方发言人卡尔—海因茨·施米特说，这
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简直是个奇迹。

驻伊美军释放5名伊朗外交官

伊朗称与两国直谈无关
据新华社德黑兰7月12日电 伊朗外交部发言

人加什加维 12日说，驻伊拉克美军释放被其扣押
的5名伊朗外交官与美伊两国开启直接谈判没有任
何关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援引加什加维
的话说，5 名伊朗外交官获释是基于美国与伊拉
克签订的安全协议，不属于伊朗与美国的双边关
系范畴。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5名伊朗外交官当天抵达
德黑兰，伊朗外长穆塔基前往机场迎接，并表示美
军扣押伊朗外交官是“不人道的”行为，伊朗保留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据新华社内罗毕7月12日电 摩
加迪沙消息：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维和
部队12日在索首都摩加迪沙首次与当
地反政府武装直接交火。当地医护人
员说，当天的战斗造成约30人死亡，
另有100多人受伤。

索政府军 12日在非盟维和部队
的支援下向摩加迪沙城北多处在近
日战斗中被反政府武装攻占的阵地
发动进攻，成功收复部分失地。非
盟维和部队发言人巴胡科·布里奇耶
告诉新华社报道员，维和部队加入
战斗是因为反政府武装“跨越了红
线，对维和部队构成了威胁”。他
说，维和部队将继续追击被击退的

反政府武装人员。
来自乌干达和布隆迪的 4300多

名非盟维和部队士兵目前主要负责保
障摩加迪沙机场、港口和总统府的
安全。此前，维和部队一直尽量避
免直接卷入武装冲突。摩加迪沙提
供救护车服务的一些机构说，约有
30人在当天的战斗中丧生，受伤者超
过100人。

索总统谢赫谢里夫·谢赫·艾哈迈
德当天在摩加迪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军在对反政府武
装的战斗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他同时
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和索马里民众向索
过渡政府提供帮助。

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惨败

日本自民党执政前景暗淡
麻生太郎决定下周解散众议院

执政党遭受沉重打击
日本国会众议院本届任期将于今年 9

月10日结束。而东京作为日本首都，人口占
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议会选举意义非
常重要，被视为众议院大选的“前哨战”，其结
果也成为预测众议院大选结果的风向标。

对于这场选举，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和
一心要夺取政权的在野党民主党都以对待“国
政选举”的态势投入竞选活动。首相麻生太郎
甚至访问了每个自民党候选人的事务所。

然而在内阁支持率低迷，国民对自民党
政治不满的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形势极为
严峻。在 12日举行的东京都议会选举投票
中，自民党的议席数大幅减少，拱手将第一
大党地位让给了民主党，而执政两党的议席
总数也跌破半数，选举以执政的自民党惨败
和在野的民主党大获全胜而告终。

首相麻生太郎 13日晚在首相官邸接受
采访时表示，他不会因执政党在东京都议会
选举中失败而辞职，而是将坚持带领自民党
角逐众议院席位。

麻生选举战略受影响
据日本媒体报道，考虑到东京都议会选

举后可能迅速扩大的“倒麻生”动向，麻生原

本希望在本月14日尽快解散众议院，于8月
8日举行众议院选举投票。他曾说，再次更
换总裁会使自民党形象受损，他将履行作为
自民党总裁和首相的职责，亲手解散众议院
并领导自民党选举。

然而，在低迷的支持率和严峻的选举形
势面前，执政党内出现了要求推迟举行众议
院大选的呼声。

据报道，在 13 日举行的政府执政党联
络会议上，麻生在否认东京都议会选举与国
家政治有直接关系的同时，仍表示为“自民党
内混乱给东京都选民的判断造成不良影响”
道歉。他说，本周将尽全力通过对朝鲜船只
货物检查法案，并于下周尽早解散众议院。

日本媒体指出，麻生出于对反对者的顾
虑变更了选举战略。

执政党前景暗淡
从选前媒体调查结果来看，自民党支持

率大幅落后于民主党，而麻生支持率大大落
后于鸠山。

随着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
利，民主党也加强了对麻生政权的攻势。13
日中午，脏器移植法修正案获得通过，解散
众议院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3日下午，民主党联合社民党、国民新
党等在野党向众参两院分别提出了对麻生
内阁的不信任案和对首相的问责决议案，进
一步逼迫麻生早日解散众议院。

据日本媒体报道，麻生太郎 13 日中午
与自民党干事长细田博之和公明党代表（即
党首）太田昭宏等执政党高层干部举行会
谈。通过会谈，麻生最终定于下周解散众议
院，日期最早为 7月 21日，并于 8月 30日举
行国会众议院大选。

在自民党方面，要求麻生下台的声音并
未因确定了选举日程而消失，麻生能否按计

划由自己解散众议院目前还是悬案。即便
他能挨到解散那一天，也不一定能保证挨到
大选投票日。在地方选举中连战连败的自
民党也缺乏挽回民心的加分点，不管其选举
战略如何变更，麻生和执政党面临的形势十
分严峻，前景暗淡。

日本东京都议会选举12日举行。计票结果表明，执政的自民党在选举中惨败，而

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则大获全胜。基于这一结果，首相麻生太郎13日与执政党高层举

行会谈，最终决定在下周解散众议院，并于8月30日进行众院选举投票。日本政局进
入决定政权归属的大选态势，执政党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索对垒双方交战摩加迪沙
约30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7 月 12日，

在索马里首都摩
加迪沙，一名医
护人员运送一名
受伤男孩。

新华社发

隐瞒逃税客户信息

瑞士银行申请延期听证
据新华社7月13日专电 就瑞士银行涉嫌隐瞒

美国逃税客户信息一案，瑞士银行12日向美国联邦
检察官寻求推迟原定 13日在迈阿密联邦地区法院
举行的听证会，双方表现出庭外和解意向。

《纽约时报》12日报道，瑞士银行与美国联邦检
察官已向负责此案的迈阿密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
兰·S·戈尔德提出延期听证申请。申请提出双方将
先行庭外协商，若依旧无法达成协议，则可在 8月 3
日出席听证会。

报道说，戈尔德可能于13日决定是否批准这一
申请。

自去年以来，美国媒体陆续报出美国客户通过
瑞士银行等海外金融机构避税的传闻。美国司法部
门介入后，瑞士银行今年 2月承认帮助部分美国纳
税人隐瞒美国国内收入署，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罚
款和补交税款共计 7.8亿美元。但双方并未就这一
条件达成一致。同月，美国国内收入署向迈阿密联
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继续施压要求瑞银公布涉嫌
逃税的5.2万名美国客户名单。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 新华社发

不结盟运动发表声明

呼吁美国不再制裁古巴
据新华社埃及沙姆沙伊赫7月13日电 正在埃

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 15届不结盟运动峰会秘书
处13日发表特别声明，强调必须结束美国对古巴实
行的单方面经济、贸易和金融制裁。

声明说，任何国家都不能被剥夺生存和发展的
权利，但美国已对古巴实施了 50年的经济、商业和
金融制裁。美国置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于不
顾，对古巴长期实行单方面制裁，不结盟国家领导人
对此深感担忧，因此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全面遵守联
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立即解除针对古巴的非
法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