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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 需要帮助的高考
学子均家境贫寒，如有父母双亡者、父
亲或母亲重病长期卧床者， 甚至还有
的在芦山地震中经历了家园变故……
但显然， 家境的贫寒并没有阻挡他们
渴求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和步伐。在
他们眼中， 持续了13年爱心助学行动
的“加多宝·学子情”俨然成了通向大
学梦想的有效通道。

爱心助学在行动
咨询热线接听忙

今年，“加多宝·学子情”将在全国
资助2100名贫困高考学子， 现已进入
报名征集的高潮期，据咨询热线反馈，

每天打进的电话络绎不绝。 从咨询的
热度和社会公众在活动中的参与积极
性可以看出，“加多宝·学子情”受到了
贫困学子、家长以及社会公众的信任，
并形成了口口相传的口碑效应。 数据
显示，自2001年“加多宝·学子情”在温
州启动以来，共捐资逾5000万元，帮助
超过10000名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正是基于13年突破万名资助学
子的公益助学成绩，加多宝在其官方
微博发起“寻找第10000名受助学子”
活动，旨在号召网友及公众推荐身边
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以帮助他们实
现大学梦想。 活动发起后，众多网友
通过网络平台及热线电话， 纷纷向

“加多宝·学子情”推荐身边需要帮助
的贫困学子。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发
稿时间，全国报名人数已达万名。

“人人公益”赢共鸣
全民助学涌热潮

据了解，和往年一样，每个申请
“加多宝·学子情” 资助的学子，都
会收到一份《“1帮2”助学志愿书》，
尽管签署志愿书不是接受资助的前
提条件，但大部分学子都响应助学
倡议自愿签署。 加多宝表示，倡导
签署《“1帮2”助学志愿书》，旨在号
召受助学子参与公益，传递爱心。

一直以来，加多宝都在倡导“以善

促善，人人公益”理念，并以自身行动
影响更多。 13年来，“加多宝·学子情”
不断丰富公益活动内容， 增加了爱心
义卖、“一堂课”支教等活动形式，并联
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创出“发
展型助学” 模式， 帮助受助学子实现

“受助、自助、助人”的成长性发展。
而此次发起“寻找第10000名受

助学子”活动，也是加多宝践行“以善
促善，人人公益”理念的体现。 通过
“寻找第10000名受助学子”这一公益
“促善”行动，能够进一步影响和带动
社会公众关注并参与公益助学，进而
促进“人人公益”的达成。

目前，“加多宝·学子情” 爱心

助学行动的报名活动尚在进行，符
合要求的高考学子可继续申请。 在
报名结束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作为“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
行动的专业合作方，将汇集各渠道
报名信息，通过“县市省三级审核”
的标准进行权威审核，统一在开学
前向通过审核的贫困学生发放助
学金。 （文 /和小燕 ）

数万学子踊跃报名 加多宝·学子情再掀助学新热潮

早报记者 张喆

2012年8月，穆尔西从埃及武装
力量最高委员会手中接过行政和
立法权，但事实证明，处于国家权
力之巅的仍是军队。

埃及国防部长兼任武装部队最
高委员会主席塞西将军去年8月12
日受穆尔西任命上台。 这位曾被认
为与穆兄会“颇有渊源”的将军用
实际行动说明，他并不是“穆尔西
的人”———距离获得任命不到一年
时间，他通过电视讲话宣布穆尔西
下台，并任命了临时总统。

不过，塞西领导的埃及军方并
未表现出对政权的垂涎。 自7月1日
发出对穆尔西的48小时通牒后，埃
及军方连日来多次声明否认政变，
目的仅在于敦促埃及政界达成共
识。 塞西3日强调，军方将继续“远
离政治”。

“从西方角度看，军队不能干
政，因此对埃及军方的行为持负面
看法。 但从中东各国的现实来看，
包括埃及在内，这些国家长期以来

是强人、强政府与弱社会，公民社
会不成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健说。 上
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朱
威烈的观点更为明晰：“埃及军方
是保持埃及稳定的力量，是埃及稳
定的重要支柱。 可以看出埃及军方
是不愿介入政治的，除非国家发生
重大变故。 ”

自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至2011
年“阿拉伯之春”，军方一直是埃及
权力的主角，包括纳赛尔、萨达特
和穆巴拉克在内的历任总统都有
浓厚的军方背景，军方在埃及已形
成特殊阶层。 埃及军队人员共46
万， 拥有大量土地和公司企业，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也扮演着提供就
业机会的角色。 军方参与的经济活
动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 在埃
及政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军方拥有的公司不但生产武
器装备， 还提供民用消费品和服
务。 埃及军方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军
队及其拥有的工商企业。 埃及绝大
部分省长都是退役军官，许多主要

的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的掌门人
也都是退役将军，其中包括埃及三
大地产开发商。 埃及的主要基建项
目也有军方参与。

军方巨大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就
受到激烈批评。 此次穆尔西政府倒
台过程中，埃及军方也直接参与了
全过程，一些西方媒体批评埃及军
队干政， 破坏了埃及民主进程，非
盟也在研究是否要暂时取消埃及
的成员国资格。 不过李伟健指出，
一年之前埃及人还在上街反对军
方干政，一年后埃及人又上街呼吁
军方将穆尔西赶下台，这一现象正
说明了至少在当前阶段，这些中东
国家的军队仍要承担重大的政治
责任。“一直以来，中东各国军队都
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间内，军方依旧会存在在
埃及等国的政治舞台上，穆尔西执
政期间试图弱化军方影响力的做
法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 只有随着
时代发展，这些国家本身的政治成
熟之后，军队才有可能淡出政治舞
台。 ”他说。

埃及军方强势地位短期难撼动

早报记者 张喆

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的政治
生命终结了， 但这似乎并不意味他所
代表的伊斯兰主义者就将因此退出埃
及乃至整个中东的政治舞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
授朱威烈指出，两年来，包括埃及穆
斯林兄弟会在内的政治伊斯兰成为
地区重要政治力量， 这一形势已成
为定局，“中东依旧是在转型期内，
在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埃及等国仍在寻找与时代相衔接的
现代化制度。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穆
尔西下台是世俗派与宗教派之间的
对立， 更主要的是穆兄会自身政策
的失误。 ”

朱威烈称，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穆
兄会是否会因此转向激进， 转而诉诸
暴力。

政策失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

究所所长李伟建说， 穆尔西曾给民众
的种种承诺与如今埃及经济低迷的现
实产生了巨大落差， 民众期待的落空
是埃及发生动荡的直接原因。

穆尔西执政一年以来， 不断有人
指责他将国家与穆兄会混为一谈，推
行排他性的伊斯兰改革日程表， 而埃
及的经济比之穆巴拉克时代更为不
振，犯罪率上升、物资短缺，政治分化
严重。过去5天里有1700万埃及人走上
街头抗议穆尔西及穆兄会， 就是这种
不满的集中爆发。

朱威烈则指出， 穆兄会当年只是
以微弱多数（51%）赢得大选，他们应
该做的是如何争取另一大半的选民。
“穆兄会从地下走到地上， 开始执政，
他们在制度建设、理论准备、干部准备
上都有所欠缺，没有经验，执政期间失
误频频， 比如总统怎么能凌驾于最高
法院， 总统怎么能亲自去任免总检察
长。 ”朱威烈认为，穆尔西没能做好如
何将伊斯兰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制
度，“穆尔西执政期间， 没有能广泛团
结埃及各种力量， 非穆兄会人士都只
是政府里的点缀。而穆尔西的政策，让
人感觉是要把逊尼派的埃及变成什叶
派的伊朗，在逊尼派为主的埃及，怎么
可能出现一个凌驾一切的最高领袖。
尽管穆兄会和穆尔西都在强调当年选
举的合法性， 但他们后来政策并没有
得到广大埃及民众的支持， 如今下台
也就成了必然。 ”

李伟建认为， 在这一次的埃及变
局中， 反穆尔西力量利用了埃及民众

对于现状的不满，“这就和上一次推翻
穆巴拉克时的情况一样。 ”

警惕激进倾向
朱威烈认为，穆尔西对民主是有迷

思的，“他以为选举是民主唯一表达方
式，以为得到了多数选票，所有问题都
解决了，忽视了选举后如何继续争取民
意。可以说，虽然他是留美回来的，但他
学的是工程，而不是政治。”穆尔西在近
几天发表的多次讲话和声明中，都强调
了自己“民选总统”的“合法性”。

在西方媒体看来， 埃及穆兄会下
台，标志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在
阿拉伯国家快速崛起的伊斯兰组织正
遭遇抵制潮流。 前穆兄会著名成员易
卜拉欣·胡达比说，遭到群众而不是政
权的反对， 这在穆兄会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穆尔西高级顾问埃萨姆·哈杜德
在埃及总统官方Facebook网页的一则
声明中写道：“（穆尔西下台的）消息将
响彻整个穆斯林世界： 民主不是为穆
斯林准备的。 ”

朱威烈并不认同伊斯兰主义者在
当前中东政治版图中出局的看法。他不
排除穆兄会再次赢得选举的可能，因为
穆兄会比之埃及的世俗派精英，更有动
员基层的经验。“问题是穆兄会是否能
吸取穆尔西的教训，在未来可能的政府
中招揽更多的非穆兄会精英。 ”

朱威烈担心的是， 每当动乱之际，
穆兄会会被激进极端势力绑架。 ”他指
出，两年来，包括埃及穆兄会在内的政
治伊斯兰成为地区重要政治力量，这一
形势已经成为定局，但这也给了宗教极
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死灰复燃的机会。
“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极端势力出没在
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穆兄会内，虽然温
和派上台时提出了民主、世俗、法制的
三原则，但他们的这些主张是否得到了
穆兄会内部的认同，他们在执政过程中
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没有。 比如穆
尔西说自己不干预他国内政，但他们却
在叙利亚问题上大量介入。 可以说，穆
兄会的极端分子也在抬头。再加上圣战
萨拉菲派也得到可乘之机，这样三位一
体之下，的确有人担心‘阿拉伯之春’成
了‘阿拉伯之冬’。 ”

有分析认为， 中东伊斯兰力量的
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转型国家内部
穆斯林兄弟会等现代伊斯兰力量与传
统的萨拉菲派的分歧， 以及后者背后
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渗透， 都使伊斯
兰力量内部矛盾错综复杂。 从长远的
角度看， 现代与传统伊斯兰力量的发
展道路和地区主导权之争， 也许会成
为中东冲突的另一条主线。

“伊斯兰政治力量并未出局”

昨天，埃及首都开罗，军人将坦克开上街头维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