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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谈了什么

根据俄美双方发布的信息，两国总统
谈到以下至少七点议题。

第一点，俄乌 19日将互换 175名被俘
人员。俄罗斯国防部 19日发布消息说，俄
罗斯与乌克兰当天以“175对 175”形式交
换被俘人员。俄方向乌方移交人员中有22
名重伤者。

第二点，对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在 30
天内不袭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
普京作出“积极回应”，并已向俄军下达
相关指令。

第三点，针对 30天停火倡议，俄方提
出若干关键条件，包括确保对俄乌双方整

个接触线上的停火进行有效管控、停止乌
境内强制动员和重新武装乌军部队。

第四点，普京表示，俄方愿秉持人道主
义原则，依照俄方法律保障库尔斯克州境

内投降乌军人员的生命和应有待遇。

第五点，普京对特朗普提出的有关黑

海航运安全倡议作出建设性回应。双方同

意就此开始谈判，以明确倡议具体细节。

相关技术谈判将立即在中东地区展开。

第六点，双方同意推动俄美双边关系

正常化、共同努力维护危机地区局势稳定、

在核不扩散和全球安全问题上建立协作。

第七点，特朗普支持普京有关在美国和

俄罗斯组织两国冰球运动员比赛的想法。

哪些问题没谈到

特朗普 17日曾表示，他将与普京讨论

土地等问题，包括讨论俄乌“分割特定资

产”。然而，美国媒体注意到，在 18日通话

后双方发布的新闻稿中，完全没有提及俄

乌土地划分问题，也没有说明哪些“特定资

产”将被分割。

按照俄方发表的声明，普京在通话中

强调彻底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外国军事援助

和情报信息是防止冲突升级、通过政治和

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关键。不过，特朗普

18日对美国媒体表示，他在与普京的通话

中没有谈及对乌援助问题。

在美俄总统通话后不久，泽连斯基在一

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乌方支持任何能带来持

久公正和平的提议，但首先要了解提议是什

么。他期待特朗普与他分享通话内容。

围绕俄美总统通话，俄罗斯联邦安全

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

文写道：“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的通话证

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想法——餐厅里只有

俄罗斯和美国。菜单上有：开胃小菜布鲁

塞尔芽菜、英式炸鱼薯条和巴黎公鸡。主

菜是基辅炸肉排。祝您用餐愉快！”

舆论怎么看

美国媒体注意到，俄方没有在通话中

答应特朗普提出的 30天停火倡议，“普京

似乎在寻求获得更多让步”。

媒体分析指出，目前乌军在整个战线

都面临困境，此前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的乌军几乎完全被赶出，这让乌克兰少了

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目前俄乌互相暂停

攻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对俄方更有利。对

俄罗斯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是乌

军目前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但乌克兰电网

等基础设施已经遭受重创，而且这一提议

也无助于阻止俄军继续在前线推进。

舆论认为，俄乌双方互不信任。从战

术角度看，双方都担心对方利用停火来重

整军队、完善战线；从战略上看，俄方寻求

从冲突爆发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包括乌克

兰不得加入北约，而乌克兰方面担心安全

保障面临威胁。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

学教授谢尔盖·拉琴科对媒体表示，特朗普

希望达成一项可以夸耀的短期“协议”，但

普京很难作出“妥协”。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

卡梅什 18日说，他对俄美总统通话“不抱

过度乐观的态度”。他说，考虑到当下现

实，他对此保持谨慎，并呼吁各方不要被情

绪左右。

新华社洛杉矶/莫斯科3月18日电

国际观察

美俄总统谈了啥，俄乌停火近了吗？
新华社记者 高山 徐剑梅 黄河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
特朗普 18日通电话，双方讨论了
俄美关系正常化、解决乌克兰危
机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俄美总统
时隔一个多月再次通话。双方谈
了什么？有哪些关键问题没有谈
到？舆论作何反应？

以色列军队 18日对巴勒斯坦加沙地
带突然发动空袭，炮弹点燃了黎明前的天
空，也让“地狱”重临加沙地带。以色列总
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警告，以军对加沙
地带的军事行动“只是开始”。同一天，也
门胡塞武装自 1月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协
议以来，首次对以色列实施导弹袭击。

战火再燃

以色列声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拒绝接受美方提出的停火方
案、拒不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因此以方
18日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南部汗尤
尼斯等多地。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
示，空袭导致至少404人死亡、560多人受
伤。多家外媒报道，这是以色列与哈马斯
今年 1月 15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规模最
大的空袭。

多名巴勒斯坦人 18 日表示，以军不
仅实施轰炸，还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边境
地区部署坦克并发动袭击。加沙城居民
拉比哈·贾迈勒哀叹：“这一夜犹如地狱，
就像战事刚开始的那些天。”

位于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记录显
示，截至18日中午，院方已接收至少28名
儿童的遗体。另据“医疗援助巴勒斯坦人
组织”志愿者塔尼娅·哈吉－哈桑透露，儿
科门诊挤满了受伤儿童。她帮忙收治的
一名 6岁女孩伤势严重，可能瘫痪。“她身
上没有身份证明，我们不知道她的家人是
否还活着。”

类似悲剧似乎难以停止。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 18日视察特拉维夫一座军
事基地时称，以军将对哈马斯加大火力，
停火谈判“只会在战火中”展开。“哈马斯

已感受到以军的力量，但这只是开始。”
另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

官员披露，以军今后的行动可能不止
空袭。以色列军方 19 日说，已在加沙
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有针对性的地
面行动”。

据法新社报道，以军空袭还招致持续
策应哈马斯的也门胡塞武装 18日晚向以
色列发射导弹。按照以军说法，以色列南
部内盖夫地区当天拉响防空警报，成功拦
截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

一己私利？

以军空袭导致被视为加沙地带政府
领导人的埃萨姆·达利斯等多名哈马斯高
级成员丧生。哈马斯方面指责以色列“决
心推翻”先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警告以军
重启暴力行径是对仍在世的以方被扣押
人员“宣判死刑”。这一组织还呼吁“友好
国家”向美国政府施压，促使后者叫停其
盟友以色列的空袭行动。

哈马斯高级成员萨米·阿布·祖赫里
告诉法新社，以军空袭意在以加沙地带民
众生命为代价，“强制哈马斯签署投降协
议”。哈马斯政治局成员伊扎特·里什克
则指责，内塔尼亚胡发动空袭是为了挽救
其极右翼政府联盟。

多 家 媒 体 注 意 到 ，以 军 恢 复 空 袭
当天，内塔尼亚胡作为被告的贪腐案
件审理取消；先前退出以色列执政联
盟的极右翼犹太力量党宣布回归，这
扭转了执政联盟在议会微弱多数席位
的尴尬处境。

分 析 人 士 指 出 ，为 确 保 议 会 通 过
2025年预算、防止政府垮台，内塔尼亚胡

需要以恢复军事行动来“取悦”极右翼势
力。如果 2025年预算不能在 3月底前获
得批准，以色列将不得不重新举行选举。

以军行动还引发阿拉伯国家联盟、埃
及、沙特阿拉伯等多方谴责。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发言人罗萨莉娅·博伦告诉法新
社，以军空袭导致大量儿童等人员伤亡，
加沙地带本就勉强维持运行的医疗设施

眼下“不堪重负”。
为抗议以色列政府“故意破坏”停火，

数以千计的以色列人 18日晚聚集在特拉
维夫一处广场。一名以方被扣押人员的
家属埃纳芙·赞高克指责道：“内塔尼亚胡
今天并非向哈马斯，而是向那些以方被扣
押人员打开了地狱之门。”

新华社特稿

聚焦中东局势

“加沙又变地狱”以总理警告空袭“只是开始”

3月19日，人们离开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哈嫩前往加沙城。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要求加沙民众从包括

拜特哈嫩在内的多处地点撤离。声明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加沙城西部或位于加沙
地带南部汗尤尼斯的避难所。 新华社发

美俄元首 18日的通话将全球目光聚
焦于俄乌冲突。这场看似关乎人道停火的
对话，实则是大国利益博弈的缩影。俄罗
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餐
厅隐喻”指出，餐厅里只有俄美，乌克兰是
主菜，欧洲是开胃小菜。餐桌之外，硝烟仍
在升腾，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休想
得到。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恰是一部浓
缩的国际政治教科书，每一页都透着“实力
博弈”的残酷逻辑。

对美方而言，推动俄乌停火是一场精
明的政治交易：有短期目标，即兑现竞选承
诺，甩掉军援包袱，将资源转向国内议程；
也有长期野心，即通过美乌矿产协议将乌
克兰的经济命脉攥于掌心。根据这份协
议，美国企业可优先开发乌境内稀土、页岩
气等战略资源，而乌克兰仅获“象征性分
成”。从战略伙伴到资源猎场，基辅的境遇
印证了已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警世名
言：“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而做美国的

盟友则是致命的。”
俄军的战场优势是俄罗斯在谈判桌前

的最大底气。库尔斯克州86％领土的实质
性控制、扎波罗热防线的突破、顿涅茨克地
区的多线突击——这些战果不仅是军事胜
利，更是对西方“战略耐力”的消耗测试。
克里姆林宫敏锐捕捉到：欧洲对乌军援已
显疲态，成员国分歧公开化，民众抗议声浪
中“暖气优先于子弹”呼声渐高。俄方战略
清晰地指向以战场优势固化既得利益，再
借停火协议将其合法化。正如俄军事专家
所言，所谓谈判，不过是战场态势的背书。

欧洲从“后援团”变成了“局外人”，长
期对美安全依赖使其战略自主的底气越发

匮乏。尽管德法领导人程式化“欢迎”美俄
通话，但沦为“看客”的尴尬处境冷暖自
知。英国首相斯塔默提议向乌派遣地面部
队、欧盟豪掷 35亿欧元援乌，这些看似强
硬的举措，实则是集体安全焦虑的投射。
德国《图片报》形容，美俄通话让欧洲国家

“瑟瑟发抖”。“政客”新闻网欧洲版写道，特
朗普与普京的谈判让欧洲陷入“黑暗”。当
美俄直接划定停火框架时，布鲁塞尔的表
态成了“自说自话的外交独白”。

从主权国家变成了“菜单主菜”，乌克
兰为这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承认的

“代理人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生灵涂
炭、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家园破碎，前路

充满荆棘与变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被请出白宫的境遇，恰似修昔底德洞见
的现代演绎：“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
其所必受。”基辅的遭遇警示世人：试图
依附外部势力撬动地缘政治大棋盘，最
终只会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在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横行的世界，独立外
交和战略自主才是各国安身立命的生存
之道。

美俄元首通话能否为战争按下“暂停
键”尚不可知，但一切通往停火的努力都
值得乐见。与此同时，当下国际关系的
一个冰冷现实被清楚展现在世人眼前：
在霸权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小国命运常
沦为“菜单选项”。如何打破历史循环，
让国际政治从弱肉强食的“丛林餐厅”，
演化为和平共存的“文明圆桌”，答案或
许藏在中国《史记》的八字箴言中：“恃德
者昌，恃力者亡。”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硝烟未尽，刀叉已落
新华社记者

世界气象组织：

去年全球平均气温创新高
世界气象组织 19日发布的年度气象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

平均气温创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进而加速冰川和海冰消融以及
海平面上升，并使全球平均气温升温幅度进一步接近 2摄氏度的
关键“门槛”。

报告说，去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的 1850年至 1900年
间平均气温高1.55摄氏度，打破2023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按照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各方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威
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幅度控制在 2摄氏度
之内，并力争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世界气象组织说，初步估算，长期来看目前全球平均气温的升
高幅度在 1.34摄氏度至 1.41摄氏度之间，接近但尚未超过《巴黎
协定》设置的阈值。

报告主要作者、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说：“需
要非常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单个年份升温超过 1.5摄氏度并不意
味着正式突破《巴黎协定》提到的阈值。”

依据报告，除去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创新高外，去年全球
气温增幅破纪录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大
规模火山喷发以及自然界中具有降温效果的气溶胶减少等。

报告显示，全球去年仅少数地区平均气温下降，而极端天气在
全球范围造成严重破坏。一些地区因干旱出现粮食短缺，而洪水
和野火迫使约 80万人流离失所，人数之多创下 2008年有相关记
录以来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海洋温度也刷新最高纪录，且出现加速升温的趋
势。海水中二氧化碳含量也在上升，进而提升海水酸化水平。

海水偏酸不仅会损害珊瑚、贝类以及作为海洋食物网基石的
浮游植物，降低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还可能导致全球渔业退
化甚至崩溃，给全球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影响数十亿人的
食物供应。

另外，冰川和海冰继续以较快速度融化，也助推海平面进一步
上升。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2015年至 2024年间，海平面平均
每年上升4.7毫米。相比之下，1993年到 2002年海平面年均上升
2.1毫米。

肯尼迪警告，北极和南极地区的融冰会对全球气候产生长期
影响，“可能影响整个海洋环流，从而影响全球气候”。“两极发生的
事情不一定只影响两极。”

新华社特稿

8天变9个月

美滞留太空宇航员终返地球

新华社洛杉矶3月18日电（记者 谭晶晶）在国际空间站滞留
超过9个月的美国宇航员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搭乘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18日返回地球。

一同返航的还有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和俄罗斯宇航员亚历
山大·戈尔布诺夫。

据美国航天局直播，搭载这4名“Crew－9”任务宇航员的“自
由”号“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 18日 1时 05分（北京时间 18日
13时 05分）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航。经过近17个小时飞行后，
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 18日 17时 57分（北京时间 19日 5时 57分）
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溅落。

在溅落点附近等待的回收船对飞船进行打捞和安全回收。待
飞船被抬升至甲板上固定后，舱门打开，4名宇航员在医疗团队协
助下依次出舱，他们面带微笑向迎接团队挥手致意。据介绍，他们
将接受常规医疗检查，随后乘飞机前往位于休斯敦的美国航天局
约翰逊航天中心与家人团聚。

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去年 6月 5日搭乘美国波音公司“星际
客机”飞赴国际空间站，执行该飞船首次载人试飞任务。这艘飞船
6月 6日飞抵空间站，原定 6月 14日返航，但由于出现推进器故障
和氦气泄漏等问题，返航时间一再推迟。出于安全考虑，美航天局
最终决定让“星际客机”在 9月 6日脱离空间站不载人返回地球，
而这两名宇航员于今年3月改乘“龙”飞船返回地球。他们返回前
在太空总共停留 286天。黑格和戈尔布诺夫于 2024年 9月 28日
搭乘“自由”号“龙”飞船飞赴空间站，在太空停留171天。

据美航天局介绍，4名宇航员在太空期间进行了诸多科学实
验和技术演示，包括太空微生物研究、太空环境如何影响人体健康
及植物生长、卫星新材料研究等。威廉姆斯以职业生涯总计62小
时6分的太空行走时长创下女性航天员最长太空行走纪录。

“龙”飞船是美国首个由私营企业建造并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
站的载人飞船，也是自美国航天飞机之后首个获美航天局认证的
常规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新型载人飞船。

这是3月18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拍摄的乘坐飞船
返航的4名宇航员。

新华社发

“所有之前保密的记录……现在都公
开了。”这是美国国家档案馆 18日公布最
后一批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遇刺案相关
记录时，发布在其网站的声明。

1963年 11月 22日中午，46岁的肯尼
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埃尔姆大街乘敞
篷汽车巡游时遭枪击身亡。事发后仅一个
多小时，24岁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抓

获。两天后，奥斯瓦尔德被警方押解途中，
当地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开枪将他打死。
警方称鲁比的开枪动机是对肯尼迪之死过
度悲伤。几年后，鲁比因癌症死于狱中。

肯尼迪死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
总统，并任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华伦
领导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对肯尼迪遇刺案
展开独立调查。该委员会 1964年 12月发

布约 800页的调查报告，认定奥斯瓦尔德
单独作案，从得州教科书书库大楼 6层向
肯尼迪连开 3枪，导致后者身亡。报告说，
奥斯瓦尔德的作案动机是“仇恨权威”。

奥斯瓦尔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队
员，1959年前往苏联，1962年回到美国。先
前公布的肯尼迪遇刺案相关文件显示，奥斯
瓦尔德行凶前几周曾前往墨西哥首都墨西

哥城待了6天，其间去过苏联和古巴使馆。
另外，1964 年是美国大选年，肯尼迪

1963年启动了竞选连任活动。
今年 1 月 23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要求相关部门解密肯尼迪以及美国黑人
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遇刺案
的全部剩余档案。特朗普 3 月 17 日宣布
次日公布与肯尼迪遇刺案相关的 8万页未
删节文件。不过，美国国家档案馆 18日晚
分两批公布上述文件，总共 2182 份、仅
6.34万页。

新华社特稿

美国解密肯尼迪遇刺案相关文件

塞尔维亚议会确认
武切维奇辞去总理职务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3月19日电（记者 石中玉 陈颖）塞尔维亚

国民议会19日确认塞总理武切维奇辞职。
辞职正式确认后，塞尔维亚将进入为期 30天的新政府组建

期。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直至新内阁成立。如果未
能在此期限内组成新内阁，塞尔维亚将举行议会选举。

武切维奇今年 1 月 28 日宣布，为缓解国内紧张局势而辞
职。当时，因去年 11月在塞尔维亚中北部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
发生混凝土遮雨棚倒塌事故致 15人死亡，塞全国持续发生大规
模抗议活动。

武切维奇 1974年生于诺维萨德，曾任诺维萨德市长。他自
2022年 10月起担任塞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于 2023年 5月接替
塞总统武契奇出任塞前进党主席。2024 年 5月，武切维奇出任
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