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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内政部11日在其官网公布法国总统
选举首轮投票的统计结果，现任总统马克龙获
得27.84％的有效选票，在12名候选人中居首
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
庞以23.15％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二人将在总
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对决。

统计结果显示，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
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获得 21.95％的有效
选票，位居第三。极右翼政党光复党候选人埃
里克·泽穆尔和右翼政党共和党候选人瓦莱
丽·佩克雷斯的得票率分别为7.07％和4.78％。

马克龙上台以来推行系列改革，但未能从

根本上解决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
问题，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 23％的历史低
点。但随着法国新冠疫情逐步缓解，去年实现
经济增长 7％的“好成绩”，马克龙的支持率一
直缓步上升。乌克兰危机期间，作为欧盟轮值
主席国领导人，马克龙在俄乌之间积极斡旋，
他的个人支持率大幅上升，一度超过30％。

不过，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强势崛起，对马
克龙寻求连任构成巨大威胁。据报道，第一轮
投票后进行的民调显示，马克龙和勒庞在第二
轮可能分别获得约51％和49％的支持率，差距
很小。因此，马克龙能否连任尚有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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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11日率先启动“决战”阶段竞选宣
传活动，深入勒庞大本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决战”随后正式打响，马克龙 11日前往
北部工业区展开竞选宣传活动。那里是对手
勒庞的大本营，在首轮投票中落败的梅朗雄在
当地也有一定支持率。

马克龙此行目的地之一是北部城市德
南。当地一度有“法国矿业和钢铁之都”的美
誉，但近年来经济严重下滑。2019年，德南近
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中；2018年，当地三分之
一劳动年龄人口失业。

在首轮投票中，勒庞在德南获得 42％的
选票，她提出的经济主张深受蓝领群体支

持。这些主张包括 20 岁以前参加工作者可
提前至 60 岁退休、取消 30 岁以下群体的个
人所得税、能源增值税从现阶段的 20％降至
5.5％等。

马克龙在竞选宣传活动中重点指出勒庞
的上述主张将面临财政问题。面对马克龙主
动出击，勒庞将先与竞选团队会面，而后定于
本周晚些时候继续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拉票。

媒体普遍认为，左翼选民将成为决定这场选
举结果的关键。代表中间派的马克龙及其竞选
团队成员表示，将力争赢得更多左翼选民支持。

第二轮投票将于4月 24日举行。
据新华社巴黎4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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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和勒庞10日晚分别发表讲话。马
克龙呼吁选民信任他的“进步、开放、维护法国
和欧洲独立的竞选纲领”。他说：“我想要的是
属于更强大欧洲的法国，而不是一个脱离欧
盟、只有民粹和仇外情绪的法国。”

勒庞在讲话中呼吁“所有在第一轮投票中
没有给马克龙投票的选民”支持她，强调她将
保障国家独立、控制移民并重建治安。

法国《世界报》发表分析文章指出，马
克 龙 和 勒 庞 将 带 给 法 国 人 不 同 的 未 来 。
马克龙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推动者，他将
欧盟作为让法国摆脱困境、实现经济增长
和就业的支柱；勒庞则强调民族主义、法
国优先。虽然出于竞选策略考虑，勒庞放
弃了脱离欧元区的口号，但其竞选纲领仍
充满民粹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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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法国选民首次
放弃传统左右翼政党，将马克龙和勒庞送入第
二轮对决。五年后，两人将再决高下，传统左
右翼大党在第一轮投票中惨败，其中右翼政党
共和党候选人瓦莱丽·佩克雷斯得票率为
4.9％，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安妮·伊达尔戈得票
率仅为约1.7％。这显示出法国政治生态已发
生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法国极右翼的选民基础在不断
扩大。据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 报道，勒
庞23.4％的得票率高于她在2017年大选第一
轮的 21.3％。另外两名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
和尼古拉·杜邦－艾尼昂的得票率分别为
7.3％和 1.8％，使整个极右翼阵营的得票率接
近总票数的三成，创法国政治历史纪录。

《世界报》分析文章指出，从选举结果来看，

法国长期遭受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影响，从
左翼和右翼政党中交替选择总统的传统已转为
在“进步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选择。《费加罗
报》也在社论中指出，左翼和右翼政党已在总统
大选的决赛中消失，让位给“民粹主义”阵营，这
种新的政治格局未来可能会长期存在。

10日投票初步结果出炉后，梅朗雄、伊达
尔戈和法国共产党候选人法比安·鲁塞尔都呼
吁自己的支持者在第二轮投票中“抵制极
右”。而两名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和杜邦－艾
尼昂则呼吁各自支持者投票给勒庞。一场针
锋相对的对决已拉开帷幕。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多米尼克·雷尼
说，五年后的今天，“马克龙－勒庞”对决重现，

“一切都表明我们迎来的不是一场普通的选
举”，法国人将再次面临“历史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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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孙楠
冯歆然）针对北约方面涉华动向，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11日指出，中国的发展是
全世界的机遇，不是任何人的威胁。北约
应该立即停止散播针对中方的不实之词
和挑衅言论，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抗
性做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
时，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北约负责人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不断对中方进行无
端指责和抹黑攻击，妄议中国对外政策，
鼓噪“中国威胁论”，近期更对中方施加胁
迫，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多次
向北约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说，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
军事联盟，北约长期固守旧的安全观念，
以“旧冷战”的手法搞阵营对抗，沦为个别
国家谋求霸权的工具。北约口口声声称

自己是“防御性组织”，实际上在不断地制
造对抗、制造事端；北约要求别国遵守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却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
战争，狂轰滥炸，导致无辜平民丧生和流
离失所；北约明明是北大西洋的军事组
织，近年来却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挑
动矛盾。北约持续突破地域和领域，鼓吹
集团对抗的“新冷战”，国际社会对此理应
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

赵立坚表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将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
下去。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的机遇，不是
任何人的威胁。

“北约应该立即停止散播针对中方的
不实之词和挑衅言论，放弃以意识形态划
线的对抗性做法。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
不要企图再搞乱亚洲，搞乱全世界。”他说。

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9日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开幕。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美国前军官、飞虎
队老兵以及后代等100余名美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秦刚在讲话中说，飞虎队的故事传颂的是中美并肩抗战的壮举。
飞虎队与中国军民一道，为正义事业而战，为人类命运抗争，在中国抗
日战争的胜利旗帜上，永远记录着他们的勇敢和牺牲；飞虎队的故事
浓缩的是中美守望相助的情义。一旦发现有落难的美军飞行员，中国
老百姓就会不惜代价，全力救助。飞虎队的故事里铭刻着中国人民感
恩重义的精神品格；飞虎队的故事承载的是中美历久弥新的友谊。战
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飞虎队的故事却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愈加鲜
活。“飞虎队”已经熔铸成两国的共同记忆，成为中美友好事业中永远
闪亮的灯塔，成为彪炳中美关系史册、代代相传的佳话。

秦刚强调，今天，中美早已利益交融，但中美关系却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中美是冲突对抗还是和平共处，是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这
是世纪之问。身处无数人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和平年代，我们唯一正确
的选择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们需要去书写更多像飞
虎队一样的合作故事，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两位飞虎队老兵回忆了当年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经历，表示图
片展将加深美国人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从而更加认识到美中合作的
重要性，希望更多年轻人将飞虎队的精神传承下去。

此次图片展由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美华友好协会、美国亚太裔
公共事务协会联合主办，中国驻美大使馆协办。

外交部：

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的机遇
不是任何人的威胁

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
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在美举行

4月9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博物馆，飞虎队老兵罗伯特·莫尔在
图片展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日本在入境检疫中
首次发现新冠重组毒株XE

据新华社东京4月11日电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日援引日
本厚生劳动省消息报道，日前入境日本的一名女子被确诊感染新
冠重组毒株XE。这是日本首次发现这种毒株。

这名感染者3月26日从美国抵达日本成田机场。她在机场接
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进一步
分析发现其感染的是 XE 毒株。XE 毒株是奥密克戎毒株亚型
BA.1和 BA.2的重组毒株，英国卫生部门资料显示它比BA.2的传
播速度还要快。

马克龙、勒庞进军第二轮

法国大选谁将笑到最后
新华社记者 唐霁

法国内政部11日在其官网公布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统计结果，现任总统马克
龙获得27.84％的有效选票，在12名候选人中居首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
玛丽娜·勒庞以23.15％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二人将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对决。

分析人士指出，与2017年总统选举时一样，代表中间派的马克龙和代表极右翼的
勒庞再次进入大选第二轮，传统左右翼大党均铩羽而归，这反映出法国政治格局和生
态已发生深刻变化。极右翼的崛起，让马克龙能否连任充满变数。

4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
黎参加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后的集会。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克里姆林宫：

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无益欧洲稳定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11日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不会为欧洲带来稳定。

“我们已经反复说过，北约仍是一个用来对抗的工具，其扩张
不会为欧洲大陆带来稳定，”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当天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回答芬兰和瑞典可能加入北约相关提
问时说。

芬兰是欧洲联盟成员国中与俄罗斯边界线最长的国家。
俄罗斯把北约东扩视为威胁俄方安全的“红线”，警告芬兰及邻
国瑞典不要加入北约。

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苏联解体后，北约
多次拉拢两国入伙未果。俄罗斯2月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
动以来，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不止一次对芬兰和瑞
典“喊话”，声称北约欢迎两国加入并确保迅速接纳它们。

俄乌冲突在芬兰和瑞典重新激起关于是否加入北约的讨
论。两国政府的立场有所变化。

英国《泰晤士报》11日以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为消息源
报道，北约上周举行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芬兰和瑞典
加入北约议题。芬兰和瑞典外长也参加了会议，两国可能最快
于今年夏天申请加入北约。

芬兰总理桑娜·马林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鉴于欧洲安全环
境变化，芬兰必须重新考虑加入北约的问题。

马林10日接受芬兰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现在是全面讨论加
入北约议题的恰当时机，她欢迎相关讨论。

马林没有表明芬兰政府对加入北约的立场，但强调加入这
一军事同盟能带来安全保障。

据德新社报道，芬兰政府计划本周内发布一份关于国家安
全政策的报告，而瑞典政府也在重新审视其安全政策，可能在5
月底前公布相关报告。

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历来反对加入北约，被视为瑞典提
出加入北约申请的“最大障碍”。不过，社会民主党11日在一份
声明中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瑞典安全态势发生根本改
变”。社会民主党将展开一场内部“安全政策对话”，调整其对
最新安全局势的评估，加入北约议题可能被纳入其中。

新华社特稿

关注·乌克兰局势

奥地利总理前往
莫斯科与普京会晤

新华社维也纳4月10日电（记者 于涛）奥地利总理内哈默
10日说，他将于 11日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
普京举行会晤。

内哈默 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主动提出访问俄罗
斯，以促进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对话并停火。他已就此次莫
斯科之行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朔尔茨和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磋商，并通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据报道，内哈默将于 10日晚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启程，经
土耳其前往莫斯科，并于11日与普京举行会晤。内哈默将成为
俄乌冲突以来第一位访问俄罗斯并与普京会晤的欧盟国家领
导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日向媒体证实，普京将于
11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内哈默。

内哈默9日曾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会晤泽连斯基。

4月10日，观众在比利时小城乌费的中世纪风情节上观看“古
装角斗”表演。

4月9日至10日，比利时列日省小城乌费举办中世纪风情节，通
过各色仿古风格的民俗表演、集市和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比利时小城举办
中世纪风情节

4月10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
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巴黎
参加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后的集会。

新华社发

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11日电（记者 蒋超 李浩）巴基斯坦国民
议会（议会下院）11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总理选举，穆斯林联盟
（谢里夫派）主席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新一任总理。

在当天的选举中，夏巴兹·谢里夫共获得174名国民议会议员
支持。

此次选举原本有两名候选人。投票开始前，正义运动党提名
的总理候选人、该党副主席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宣布正义运动
党抵制此次总理选举，该党议员将集体从国民议会辞职。随后，来
自正义运动党的国民议会副议长卡西姆·苏里和该党国民议会议
员等一同离席，未参加投票。

投票由穆盟（谢派）议员萨达尔·阿亚兹·萨迪克主持。国民议
会共有342个席位。

当选总理后，夏巴兹·谢里夫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他表示，
中国是巴基斯坦忠实可靠、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始终支持巴基斯坦
发展。巴中两国友谊地久天长，且深植于两国人民心中。巴方将
继续全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10日凌晨通过针对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
任动议，使他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首位遭国民议会罢免的总理。

现年 70岁的夏巴兹·谢里夫是巴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的弟
弟。20世纪 80年代进入巴基斯坦政坛后，夏巴兹曾三度担任巴
东部旁遮普省首席部长，从政经验较为丰富。2018年 3月，夏巴
兹当选穆盟（谢派）主席。同年，他领导的该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
不敌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成为国民议会第二大党。

夏巴兹·谢里夫当选
巴基斯坦新任总理

这是4月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拍摄的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新任总理
新闻画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