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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以沙特为首的亚非多国

展开针对卡塔尔“多米诺骨牌”式

的断交与制裁之际，伊朗通过空运

和海运的方式向卡塔尔运去了数

百吨食品。这一举措大有冷战初

期美军“柏林空运”的架势，只是此

次卡塔尔版“柏林空运”的规模和

时间仍无定数，最终还是取决于有

关各方的博弈。但就目前来看，

“卡塔尔空运”中所传递出的卡、伊

双方决不妥协的姿态，似乎已经让

其对立方态度有所软化，沙特、巴

林与阿联酋已放宽了针对本国境

内卡塔尔人的“逐客令”。

卡 塔 尔 长 期 依 赖 于 来 自 约

旦、沙特、巴林、阿联酋等国的农

产品，而沙特则是卡塔尔的陆上

生命线。随着卡塔尔仅有的两个

陆上邻国沙特和阿联酋关闭边

界，卡塔尔不仅面临人民食不果

腹的窘境，还因银行业遭遇制裁

闹起了“美元荒”。俗话说“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决意与沙

特等海湾大佬“死磕”一段时间的

卡塔尔而言，伊朗的“卡塔尔空

运”可谓“雪中送炭”之举。

但卡伊两国在背后其实都有

自己的打算。伊朗的食品援助可

以帮助卡塔尔稳定国内局势，同

时还可营造出一种卡塔尔或许会

倒向伊朗的感觉，以此迫使沙特

等国做出让步。而伊朗则是为了

与沙特争夺海湾地区主导权，通

过帮助与沙特不和的卡塔尔牵制

沙特。从长远看，伊朗的“卡塔尔

空运”和历史上的“柏林空运”一

样，都是危机下的应急举措，着眼

的是“政治账”而非“经济账”，美

英为首的西方工业强国以雄厚经

济实力作为后盾，以长达 11 个月

的“柏林空运”使得苏联对西柏林

的封锁彻底失去实际意义。但对

于遭遇长期国际制裁的伊朗而

言，其经济实力能够支撑多久的

“卡塔尔空运”还有待观察。

尽管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多

国以“亲伊朗，干内政”为名对卡

断交，并得到沙特亚非“朋友圈”

的响应，但沙特与卡塔尔在海湾

地区大国外交的碰撞才是矛盾的

焦点。卡塔尔自 1995 年宫廷政

变以来便开启了“小国大外交”之

路，其诸多行为与海合会其他国

家格格不入，沙特等国尤其不能

容忍卡塔尔在半岛电视台和穆斯

林兄弟会这两大问题上的所作所

为。当前的卡塔尔危机也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沙特之行有着密切

关联，正是因特朗普的中东政策

异于其前任奥巴马，沙特等国才

敢于对卡塔尔“釜底抽薪”。

“解铃还须系铃人”，卡塔尔

危机的最终解决离不开美国，沙特

与卡塔尔都是美国的盟友，况且美

国与沙特在卡塔尔问题上的目标

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有必要采取一

些措施缓和卡塔尔危机，稳定中东

局势；对于卡塔尔而言，它应该会

意识到回归海合会才是其最终出

路，伊朗的“卡塔尔空运”仅能解燃

眉之急，根本于事无补。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

学中东研究所）

近日，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

纳峰会正式发表关于共同打击

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并签署了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反 极 端 主 义 公

约》，进一步夯实了上合组织执

法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展现了

打击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三股

势力”的坚定决心。

上合组织的诞生本就与反

对 恐 怖 主 义 、分 裂 主 义 和 极 端

主 义 息 息 相 关 ，安 全 合 作 是 上

合组织的发展动力之一。2001

年 ，《打 击 恐 怖 主 义 、分 裂 主 义

和 极 端 主 义 上 海 公 约》正 式 签

署，在国际上首次对恐怖主义、

分 裂 主 义 和 极 端 主 义“ 三 股 势

力”作出明确定义，并进一步给

出了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的具

体方向、方式和原则，充分展现

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

义 的 远 见 卓 识 ，也 使 得 上 合 组

织成为最早明确打出反恐旗帜

的国际组织之一。

2004 年，上合组织成立地区

反恐怖机构，并通过签署《反恐

怖主义公约》《合作打击犯罪协

定》等文件进一步夯实了反恐的

法律和制度基础。为了加强反

恐合作、震慑“三股势力”，上合

组织还举行了“天山”“卡兹古尔

特”“中亚”“和平使命”等一系列

双边和多边联合演习。而本次

峰会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反极

端主义公约》，更意味着上合组

织的安全合作“棋局”已进一步

拓展至反恐防暴、防务安全、信

息安全、禁毒和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等多个领域，将成为维护成

员国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有

力“武器”。

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面

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与日俱增，尤

其是在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

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大背景

下，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机

构 间 的 合 作 势 必 成 为 最 佳 选

择。据统计，仅上合组织地区反

恐机构在 2016 年就参与制止了

40 多起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犯

罪，其中 16 起为恐怖袭击行动，

相继逮捕了百余名国际恐怖组

织成员并追究他们的责任。而

上合组织目前的正式成员国和

阿富汗、伊朗等观察员国以及土

耳其等对话伙伴无不深受恐怖

主义的威胁荼毒，打击“三股势

力”依旧任重道远。

今 年 是《上 海 合 作 组 织 宪

章》签署 15 周年，通过共同遵循

“ 上 海 精 神 ”，上 合 组 织 各 成 员

国树立了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典范。在当前上合组织面临恐

怖 主 义 安 全 威 胁 的 大 背 景 下 ，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

主义，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

宁与稳定是上合组织各成员国

的优先任务。进一步落实《上海

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加

强地区反恐机构建设，积极通过

开展反恐演练、情报互通和举办

防务安全论坛等方式提升上合

组织各成员国的反恐实力，成为

上合组织实现安全稳定、发展繁

荣的必然选择。

随着上合组织的规模不断

扩大，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上合

组织这柄反恐利剑将更加锋利，

更好地为本地区的和平发展保

驾护航，为国际反恐事业做出更

大贡献。

（作者单位为国防科技大学）

近 日 ，经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

近平批准，我军新设立“八一勋

章”，并组织开展首次评选。此

消 息 一 出 立 即 引 发 各 界 关 注 。

据 报 道 ，“ 八 一 勋 章 ”是 由 中 央

军 委 决 定 、军 委 主 席 签 发 证 书

并 颁 授 的 军 队 最 高 荣 誉 ，授 予

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 ，推 进 国 防 和 军 队 现 代 化 建

设 中 建 立 卓 越 功 勋 的 军 队 人

员 。 据 介 绍 ，“ 八 一 勋 章 ”一 般

每五年授予一次。根据中央军

委 批 准 的 评 选 颁 授 方 案 ，今 年

颁授 10 人左右。

从已经公布的 17 名候选人

名单来看，有舍身卫国的战斗英

雄、有甘居幕后的科研专家、有

强军路上的精武标兵、有维稳一

线的反恐勇士，评选对象覆盖作

战、军事指挥、军事训练、尖端科

技、军工战线等各个方面。这 17

名候选人本身个个都是实至名

归的尖兵人才，人人都是响当当

的英雄儿郎，在这样的群体之中

还要进行再次评选，更加突出了

“八一勋章”这一军队最高荣誉

的神圣。在建军 90 周年即将到

来 之 际 ，进 行“ 八 一 勋 章 ”的 评

选，不仅有利于全军官兵坚定爱

军精武的荣誉观，还有利于全国

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形成正确的

“偶像观”。

颁授勋章是我军一项重要

的荣誉激励制度，我军历来就非

常重视通过勋章、奖章来激发广

大官兵的荣誉感、使命感。我军

在历史上有过 3次大规模授勋活

动，分别是在 1933 年红军时期、

1955 年建国后和 1988 年建军节

期间。1933 年的授勋对象是有

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1955 年

的授勋对象是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

时期的人民军队有功人员，1988

年的授勋对象主要是军队离休

干部。而自 1988 年后时隔近 30

年再次授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

第四次、新中国建立后第三次授

勋，还是首次向和平时期为强国

强军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授勋，

将会填补和平时期功勋表彰的

空白。

“八一勋章”是军人最崇高

的荣誉，英雄模范是民族最闪亮

的坐标。评选活动不仅要对做

出突出贡献者进行褒奖，还要以

此为契机完善勋章奖励制度，形

成奖励的浓厚氛围。让勋章奖

励制度和奖励本身同步发展，达

到表扬个人、激励群体的目的，

鼓励广大官兵向英雄看齐，指引

广大官兵投身强军兴军的伟大

实践，提振军心士气，激发昂扬

斗志。

在面对生死、面对牺牲、面

对名利、面对苦难、面对大我与

小我之时，才凸显出谁是国家和

军队真正的英雄，谁才是能够做

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人。“八一勋章”的设

立与评选，表明国家和人民不会

忘记那些为国家和军队建设做

出突出贡献的先进英雄模范，不

会忘记为伟大中国梦而奋斗和

拼搏的每一个人！“八一勋章”的

评选与颁授，将在实现伟大中国

梦的道路上，凝聚中国力量，增

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进

一步提振士气，激发斗志。

（作者单位为南昌陆军学院）

12 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

果出炉，现任总统马克龙领导的

前进党以 32.2%的得票率遥遥领

先，有望在 18日的第二轮选举中

赢得多数席位。然而，本轮选举

弃票率高达 50.2%，表明法国的

选民已对选举感到疲惫，这同时

也是选民对近年来法国国内经

济复苏乏力、政治改革推进遇阻

不满的最直接体现。

国民议会选举被称为“第三

次总统大选”，但此前两轮总统

大选已损耗了选民的积极性与

投票热情。传统上，法国国民议

会选举历来弃票率较高，1993 年

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弃票率为

31.07%，但本轮选举过半的弃票

率尚是首次。为改变选民的消

极态度，法国曾调整过国内选举

制 度 ，但 改 革 未 能 解 决 选 票 分

散、弃票率高等问题。而选民参

政 热 情 低 ，看 似 是 国 内 政 党 分

化、民众支持率分散所引起的，

但本质上是法国近年来经济疲

软、政治改革推进不力导致公民

对精英政治丧失信心所致。

2016 年以来，欧洲经济逐步

回暖，但法国国内整体经济尚未

有好转迹象。一是国内税负繁

重，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法国

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

足 1/5。本土科技、互联网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领头羊公司多为外

资企业。传统行业中，法资企业

在欧盟及海外的市场份额也在不

断塌缩。二是老龄化背景下，国

内消费不足。法国人口结构不合

理，巴黎以外的城市空心化严重，

城乡发展二元化矛盾突出，国内

市场需求不振。三是贸易投资制

度老化。法国缺乏优良空港、海

港，国内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

的规模性经济区，制造业与全球

产业链配置错位。与英德相比，

法国金融体系缺乏活力、创新缓

慢，企业扩大再经营缺乏足够护

航与激励机制。

经济的停滞本可借政治改

革来加以促进，一般可用减税减

负、削减福利等方式释放企业自

主性、激活国内竞争。但法国各

派政治势力的分歧和矛盾，不仅

使得经济改革难以进行，政治改

革也举步维艰。曾在奥朗德时期

担任经济部长的马克龙，也曾提

出从精简规则、消除保护主义入

手提振法国经济，主张改善经济

环境、增强企业自主权、促进就

业，但遭到了法国总工会及国内

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鉴于保守

势力的抵制，马克龙在竞选总统

时，转走温和中间路线以讨好选

民、拉拢选票。与各方的妥协虽

帮助马克龙成功入主爱丽舍宫，

但经济和政治改革依旧无解。

本轮议会大选的高弃票率，

显示出法国选举制度已患上了

“民主疲劳症”，这是法国选民对

本 国 政 治 精 英 整 体 失 望 的 体

现。借助弃票行为，法国选民用

沉默的行为宣泄着对经济疲软、

改革推进不力这一现状的不满

与 失 望 。 而 法 国 的“ 民 主 疲 劳

症”在欧洲也并非个案，其他一

些国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只是起因、轻重程度等方面各有

不同。但这一“病症”已充分表

明，选民已经对西方长期标榜的

民主制度失去了信心。

（作者单位为南京市行政学院）

““八一勋章八一勋章””：：提士气提士气 壮斗志壮斗志
□刘南飞

□张乃千

上合反恐利剑愈加锋利上合反恐利剑愈加锋利

法议会大选患上法议会大选患上““民主疲劳症民主疲劳症””
□苏瑞娜

□钮 松

““卡塔尔空运卡塔尔空运””
仅解燃眉之急仅解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