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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袭引关注
暂脱生命危险

5月16日，在斯洛伐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媒体记者聚集在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被送至的医院外。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 摄

袭警劫囚大案震惊法国
军警全力搜捕在逃要犯

针对14日发生的一起震惊法国的
袭警劫囚大案，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
阿塔尔15日表示，将把在逃要犯和袭击
者统统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同日，数
百名警察和宪兵在事发所在地法国北
部诺曼底大区厄尔省展开大规模搜捕。

监控录像显示，14日上午，在厄尔
省一处公路收费站，一辆标致汽车与两
辆囚车中的一辆正面相撞，数名黑衣人
随后从标致汽车以及尾随两辆囚车的
一辆奥迪汽车中冲出来，向两辆囚车开
枪。随后，一名男子被一名黑衣人带离
囚车。

两名警察在袭击事件中死亡，另有
三人重伤。囚车中的要犯穆罕默德·阿
姆拉在逃。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与
此次袭警劫囚事件有关。

阿塔尔 15日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言
时说：“我们正在追踪你们，我们会找到
你们并让你们受到惩罚。”法国内政部
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超过450名警察和宪兵正在厄尔省
搜捕在逃犯人阿姆拉以及袭警人员。

阿姆拉现年30岁，绰号“苍蝇”，生
于诺曼底大区港口城市鲁昂。检方称
阿姆拉从15岁开始犯案，背负十几项犯
罪记录。他本月10日因入室盗窃罪被
判刑。他还牵涉一起有组织谋杀未遂
案和一起绑架致死案，正在接受调查。

达尔马宁说，法国警方动用了很多

资源，搜捕正在取得进展。他还提到了
“国际合作”。法新社认为，这表明那伙
武装人员和阿姆拉可能已逃出法国。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已应法国警方要求，
向阿姆拉发出红色通缉令。

按美联社说法，这是一起经过细致
策划的袭击事件。阿姆拉被押送至鲁
昂接受调查人员问话，其所乘坐囚车在
返回厄尔省收押监狱途中遭夹击。遇
害的两名警察分别为 52 岁的法布里
斯·莫埃洛和34岁的阿诺·加西亚。

据法新社报道，这是 1992 年以来
首次有法国狱警执勤期间遇害。此案
在法国全国引发广泛关注，特别是在欧
洲议会选举下月即将举行的背景下。
极右翼人士利用此案抨击执法部门工
作不力，致法国政府压力倍增。

事发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起袭击事
件让所有人“震惊”，政府正尽一切努力
将袭击者缉拿归案。

巴黎检方负责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部
门正在调查此案。检察官洛尔·贝屈奥
说，阿姆拉与马赛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有
重要联系，还涉嫌掌控一个贩毒网络。

另据报道，在袭警劫囚事件发生数
天前，阿姆拉曾试图锯断牢房栏杆越
狱，并贴胶带掩盖自己的行为。在越狱
企图被发现后，他被转移至其他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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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承认5名士兵
在加沙北部死于“友军火力”
以色列国防军16日发布声明称，5

名以军士兵在加沙地带北部军事行动
中死于“友军火力”，另有 7人受伤，其
中3人重伤。

声明说，事件发生在杰巴利耶难民
营，被打死的 5人是伞兵。据军方初步
调查，15日晚 7时左右，这支伞兵部队
在一栋楼内集结，部署在附近、本应配
合行动的一辆坦克发现该楼中有枪管
伸出，认为楼内有敌人，便炮击那栋楼，
导致本次伤亡。

根据以色列军方发布的数字，自
去年 10 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起地
面军事行动以来，已有 278 名以色列

军人死亡，其中一些人死于“友军火
力”等意外。

路透社报道，以军本月以避免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重新集
结为由，再度进入加沙地带北部作战。
然而三个月前，以色列曾宣称已在加沙
地带北部清除哈马斯力量。

除地面进攻外，据巴勒斯坦通讯社
15日报道，以军当天猛烈轰炸加沙地
带北部地区的杰巴利耶难民营、拜特拉
希耶以及加沙城等地，造成至少 23人
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记者。加沙地带中
部两处难民营同样遭以军空袭，造成至
少10人死亡。 新华社特稿

斯洛伐克内务部长埃什托克 16日说，枪击斯总
理菲佐的犯罪嫌疑人面临“企图谋杀”指控。

埃什托克当天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参
加一次特别安全会议。会后他对媒体说，犯罪嫌疑人
对 2024年斯总统选举结果不满，其犯罪动机在选举
之后更加强烈。埃什托克表示，嫌犯是独自一人行
动，不属于任何组织。

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在同一
场合表示，菲佐目前情况稳定，但伤势依然严重。

菲佐 15日在斯洛伐克特伦钦地区遭枪击受伤。
枪手为一名 71岁男性，已被警方控制。菲佐随后被
直升机送往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连开五枪

“我非常震惊，”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环境部长塔拉
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幸运的是，据我所知，手术顺
利，我估计他会活下来……他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菲佐15日下午在位于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东北方
向将近 140公里处的汉德洛瓦镇参加一场政府会议
后，走出文化中心楼，与路旁等待的一群支持者握手。

一名男子突然朝菲佐连开五枪。菲佐中弹倒地，
一度状况危急。

塔拉巴说，一枚子弹射穿菲佐的胃部，另一枚击
中一处关节。斯洛伐克“现实”新闻网援引一名未具
名消息人士报道，手术已经结束，菲佐状况稳定。

作为菲佐长期政治盟友，国民议会议长彼得·佩
列格里尼 4月 6日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击败亲
西方竞选对手，定于 6月 15日就职。舆论认为，佩列
格里尼出任总统将有利于巩固菲佐的执政。

动机为何

埃什托克证实，向菲佐开枪的男子被当场逮捕。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姓名。

据斯洛伐克媒体报道，他名为尤拉吉·辛图拉，来
自西南部的莱维采镇，曾在一家购物中心当保安，出
过三本诗集，是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会员，也是一家名
为“彩虹”的文学俱乐部创始人之一。

流传于社交媒体“电报”的一段视频显示，袭击者戴
着手铐，说他不赞同菲佐政府的政策，包括媒体改革。

“现实”新闻网援引嫌疑人儿子的话报道，嫌疑人
合法持有一支枪。“我完全不知道我父亲打算做什么，
策划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只能告诉媒体，他父亲
没有把票投给菲佐。

莱维采镇一家图书馆馆长弗拉丝塔·科拉罗娃
说，这名老人“年轻时叛逆，但不好斗”。

据法新社报道，社交媒体上可以查找到辛图拉
多年来就欧洲政治局势发表看法的视频，表达对暴
力、仇恨、极端主义的担忧，同时反对外来移民。他
还在老家发起“反对暴力运动”，称目的是阻止暴力
在社会扩散、阻止欧洲发生战争、阻止仇恨传播。这

些复杂且看似相互矛盾的背景信息，让刺杀动机更

加扑朔迷离。

反对暴力

按照路透社等媒体的说法，包括今年总统选举在

内，斯洛伐克近年来几场重要选举加剧了国内政治对

立和社会分化，而俄乌冲突放大了这种对立。

在斯洛伐克Ujszo新闻网政治记者加博尔·齐默

尔看来，斯洛伐克现在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派主张与

欧洲联盟和西方深化关系，继续支持乌克兰；而包括

菲佐在内的另一派对俄罗斯友好，支持俄乌和谈。“我

无法想象这会导致人身伤害。”

当选总统佩列格里尼说，这次刺杀是“对斯洛伐

克民主前所未有的威胁。如果我们在广场上用手枪、

而不是在投票站用选票表达不同政治观点，我们就会

危及斯洛伐克成为主权国家31年来所建设的一切。”

立场亲西方的菲佐政治对手、现任总统苏珊娜·

恰普托娃同样呼吁反对暴力，停止仇恨言行。进步斯

洛伐克党等主要反对党取消原计划对菲佐政府媒体

改革措施的抗议集会，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

升级。国会无期限休会。

立场变化

菲佐现年59岁，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上
世纪 90年代步入政坛。2006年至 2010年、2012年
至 2018年，菲佐先后担任三届政府总理，是斯洛伐克
在职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

去年9月，菲佐率领方向－社会民主党以“亲俄”
“反美”竞选纲领赢得议会选举，第四度出任总理。选
战期间，他承诺连“一颗子弹”也不会提供给乌克兰，
还把亲西方政治对手称为“战争贩子”。

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斯洛伐克停止向乌克兰援助

武器。菲佐公开表示会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缘由是

那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菲佐越来越多批评西方对乌

克兰的军事支持。菲佐曾说，西方对俄乌冲突施加影

响，只会导致斯拉夫民族之间自相残杀。

路透社说，菲佐的政治立场在亲欧洲“主流”和民

族主义之间摇摆，他曾经表示愿意根据民意或者变化

了的政治现实改变道路，因而被视为民粹主义者。

斯洛伐克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据美联社等媒

体报道，所谓西方主流人士担心，斯洛伐克在菲佐领

导下可能放弃亲西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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