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林芝八一镇巴吉村村民米玛次仁（前排）和家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巴勒斯坦和解问题迈出了一小步

随着哈马斯解散行政委员会带来的

转机，缺位多年后，巴勒斯坦和解政府于

3 日重新接管加沙地带， 巴内部分裂问

题的解决终于在实质上现出一线曙光。
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两个

地区的分治一直是巴勒斯坦统一和国家

发展的重大阻碍。 巴和解政府此时对加

沙地区的接管将带来三重利好：
首先， 对加沙地区发展和当地居民

生活状况的利好。 在哈马斯武力占据加

沙的十年中，加沙地区生存状态堪忧，失
业率高企，物资、医疗、电力资源严重短

缺，贫困率近半，境况之恶劣甚至被形容

为“人道主义危机”。 以色列的长期制裁

和法塔赫的打压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

况。巴和解政府接管后，这种局面有望得

到改善， 援助物资进入加沙的准入限制

也将显著改变。
其次， 对巴勒斯坦国家统一进程的

利好。 长期分裂严重影响着巴勒斯坦政

治统一、 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 对内来

看， 民族和解是实现巴勒斯坦在真正意

义上建国的前提条件。对外来看，统一的

巴勒斯坦形象对其参与巴以谈判、 争取

国际支持有重要意义。
再次， 对巴以和谈和中东和平进程

的利好。 巴内部分裂一直是巴以和谈主

要障碍之一， 导致巴和解政府在谈判时

缺乏合法性与代表性。 如果和解得以实

现， 统一的巴勒斯坦政府对内将更具控

制力，对谈判中的承诺将更有执行力，因
此在对以谈判中也会更有说服力， 这对

推动和谈的切实、深入进行有积极作用。
因此，总体来讲，巴和解政府对加沙

地区收回控制权， 标志着巴勒斯坦问题

向民族和解、巴以和谈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巴和解政府接管加沙

地区仅仅代表一个开始，巴勒斯坦问题的

发展依然存在众多隐患和不确定性。
一方面，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抗争

多年，对彼此长期存有防备、疑虑和对抗

心理，这是短期内很难改变的。哈马斯尽

管已间接承认以色列的地区存在， 但依

然不放弃暴力作为其斗争手段。 以色列

依然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 即便内

部和解将哈马斯纳入巴以和谈， 哈马斯

的参与究竟能促进和谈的顺利进行还是

会成为和谈的阻碍，这依然是个未知数。
另一方面， 巴勒斯坦问题从来不仅

仅是巴内部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巴以两

方的问题， 还有多个地区内国家和域外

大国的利益深深牵涉其中。 巴勒斯坦地

区的对外依赖依然严重， 其经济发展水

平受到以色列的严重影响， 资金援助来

源存在不稳定性， 边界管理等方面缺乏

独立自主。因此，内部和解仅仅是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的重要基础， 并不足以保障

巴以和谈得到有效、实质的推进。
此外，从和解双方的角度来说，在法

塔赫一方， 对哈马斯的打压从多年以来

的“喊口号”转为“动真格”，其中法塔赫

领导层内部利益矛盾和对领导 权 的 争

夺， 是和解政府领导人阿巴斯转变政策

的重要驱动。在阿巴斯巩固内部权力后，
双方能否在对以态度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才是衡量和解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在

哈马斯一方， 它只是在政治层面对加沙

放权， 并没有放弃对加沙地区的影响和

地区军事存在。 因此， 和解能否顺利推

进、巴勒斯坦大选会不会再次推迟、和解

动力是否会后劲不足、 和解能否在实质

意义上推进巴以和谈， 这些问题依然需

要持续关注。
综上所述， 巴和解政府接管加沙地

区标志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重 要 进

展，但在动荡的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下、在
分歧难以弥合的内部环境中， 巴勒斯坦

问题的解决依然任重道远、步履维艰。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专家视点

■舒 梦

守望相助，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重访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考察地

梦想凝聚力量，团结开创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指明前进方向。
五年来，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他一次次走

进干部群众中间，访民情、问民意，对民

族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寄予深切期望。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

记者近期对西藏、内蒙古、新疆、云南等

地进行了回访。 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

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扎实工

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奋进。
秋天，象征收获。 那一张张喜悦的

笑脸、一个个美好的故事，向世人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共奔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温暖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内蒙

古锡林浩特牧民玛吉格墨绿色的蒙古

袍上，84 岁的老人神采奕奕。
回忆起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家中的场景 ， 玛吉格觉得仿佛就在眼

前：“总书记到我们家，全家人心情十分

激动，他的话语温暖，平易近人。 ”
短短三年间，玛吉格家的生活发生

了很大变化，新建了标准化棚圈，饲养的

牲畜数量翻了一番。“牧民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大家都很满意。 ”玛吉格感慨道。
塞北草原、天山脚下、西南边陲……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慰问各族干

部群众的感人场景，深深镌刻在人们记

忆中。 人们记得，他走进百姓家里，关切

地询问生产生活情况 ；人们记得 ，他同

大家围坐在一起，倾听意见、共谋未来。
2015 年 1 月，正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会见了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

治县干部群众代表。 他拉着独龙族“老县

长” 高德荣的手坐在一张长藤椅沙发上，
同大家一起观看反映独龙族生产生活巨

变的短片。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实现小康，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在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的帮助下，我们独龙族人民正和

全国人民一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

力。 ”高德荣说，“过去独龙族没有产业，
现在我们种植了 ６ 万多亩草果，还有两

千亩重楼，老百姓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
从茅草房 、 杈杈房到新建的安居

房，从生活用品都得靠人背马驮到水电

通进家里，从大雪封山时“与世隔绝”到

每年游客在十几万到 ２０ 万人次， 独龙

族实现的翻天覆地的变迁，是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迈上跨越式发展轨道的印证。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发达地区的无私援

助、各族干部群众的矢志奋斗下，民族地区

不断提升速度、缩短“差距”、补齐“短板”。
尼洋河畔的西藏林芝八一镇巴吉

村，醉人的自然风光与喜人的发展风貌

交相辉映。
2011 年 7 月， 习近平曾来到这里，

了解新农村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情况，
嘱咐大家 “坚持因地制宜 ，广开致富门

路，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增加收入 ，让老

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如今，巴吉村的村集体固定资产达

到 3 亿 元 ，2016 年 全 村 经 济 总 收 入 达

1925.6 万元 ， 年人均纯收入达 2 万多

元， 是 2016 年西藏自治区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多。
“巴吉村充分利用区位优势 ，借助

林芝城市建设的发展机遇，成立了汽车

运输队等经济实体。 我们采取的‘招商

引资+公司入驻+土地入股+集体分红+
群众受益 ’发展模式 ，让全村百姓共享

发展成果。 ”巴吉村第一书记赤列旺堆

说， 巴吉村力争到 2020 年实现村民年

人均收入增到 ３ 万元至 ４ 万元的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随着基

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随着脱贫攻坚下

足“绣花功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 ”的铮铮誓言 ，正成为

跃动在中华大地上的生动现实。

手足相亲，像石榴籽那样
紧紧拥抱

“一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

给我回信，就特别感动。 ”家住新疆和田

地区的托乎提汗·库尔班说。 89 岁的老

人时常把总书记的回信拿出来，由于年

纪大了看不清字， 便让孙女读给她听，

有时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
托乎提汗·库尔班是库尔班·吐鲁木

的长女。 上世纪 50 年代，新疆于田县农

民库尔班·吐鲁木为表达翻身得解放的

感恩之情，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

毛主席”， 后来受到毛泽东主席两次接

见。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库尔班大叔”。
“多年来 ，你一直坚持你父亲爱党

爱国的情怀，给后辈和乡亲们树立了榜

样。 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

样 ，同 乡 亲 们 一 道 ，做 热 爱 党 、热 爱 祖

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 ”今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托乎提汗·库尔班

的回信，字字句句饱含深情，充满力量，
让托乎提汗·库尔班一家人深受鼓舞。

民族团结，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念兹在兹。
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上，在全国两会期间

与少数民族代表委员的交谈中，在民族

地区考察时，在给少数民族群众的回信

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民族团结。
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自家过上

好日子的库尔班大叔的后人们，尽力去

帮助困难群众，书写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时代新篇。 托乎提汗·库尔班全家百余

名成员自发捐献，至今已为贫困儿童捐

助 20 余万元。
“在国家和各援疆省市的帮扶下，

新疆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如今我

们有余力了，也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

人。 ” 托乎提汗·库尔班的儿子麦提赛

地·艾萨言辞质朴，暖人心扉。
在西藏林芝八一镇巴吉村村民格

桑旺久眼里 ，民族团结 、互帮互助弥足

珍贵，西藏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兄弟民族

的帮助。
“就拿巴吉村来说，我们跑运输，家

里田地租给内地有技术的菜农，妇女们

搞旅游，接待的大多数是内地朋友。 ”格
桑旺久说 ，请习近平总书记放心 ，我们

各族人民一定紧密团结在一起，像石榴

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正是这样一份流淌在中华儿女身

躯里的血脉亲情，构筑起各族人民手牵

手的情感基石，铺就了各族人民心连心

的鲜明底色。
人的力量，在心上。
“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 ，要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

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的讲话，杜丽群

记忆犹新。
2015 年国庆节前夕， 作为基层民族

团结优秀代表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杜丽群

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身为

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名医务工作者，职业经

历让她对总书记的话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将心比心 、以心换心既是做好民

族工作的要求，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做

好本职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只有无微

不至关心病患 ，才能温暖人心 ，真正做

到为人民服务。 ”杜丽群说，我们大家都

要行动起来， 努力创造各族群众共居、
共学、共事、共乐的和谐氛围。

同心筑梦，凝聚起中华儿
女的磅礴力量

6 年前的那个夏天， 习近平到巴吉

村看望慰问村民时，慈爱地把 3 岁的米

玛次仁抱在怀中。 时光飞逝，当年的幼

童， 如今已成了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
有了自己的小小梦想。

“我的梦想是长大当一名警察或者

医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米玛次

仁汉语流利，今年 7 月在一个藏汉双语

少儿故事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每一个小梦想的点点星辉，汇聚成

一个伟大梦想的星汉灿烂。 实现伟大中

国梦， 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凝心聚力，在

追逐自己梦想的同时，共同为中华民族

的美好梦想不懈奋斗。
今年恰逢我国首个省级少数民族

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 。
1947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 玛吉格

14 岁。她说，自治区成立前，牧民生活非

常穷困。 “那时我家六口人，缺吃少穿，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填饱肚子是全家

人最大的愿望。 ”
70 载旧貌新颜，换了人间。 亲历新

旧对比的玛吉格，见证了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自治区成立后，日
子变好了 ，各族人民当家做主 。 ”老人

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 ，是共产党领导

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同心筑梦， 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我国 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平等一员 ， 共同构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

族命运共同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

各民族自己的梦。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语重心长，催人奋进。
新疆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

村村民阿卜都克尤木·肉孜说：“我在和

汉族群众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 深深

体会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

离不开谁的重要意义。 各民族群众在交往

过程中，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分享技

术经验，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阿卜都

克尤木·肉孜家中。 喜笑颜开的主人按

照维吾尔族招待贵客的习俗，给习近平

总书记戴上一顶小花帽。 总书记对少数

民族群众的关心与尊重，让阿卜都克尤

木一家倍感温暖。
越是接近梦想，越要做好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的准备。 党的坚强领导，是我

们战胜风险挑战的根本依靠；中央的决

策部署，要靠各级干部执行落到实处。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一名基层少

数民族干部 ， 只有把自身优势发挥出

来，把人民群众的事情干好 ，才能不负

总书记的嘱托。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

县立岗镇副镇长秦文博说。
两年前 ，在人民大会堂 ，秦文博和

其他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一起，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聆听总书记

讲话后 ，秦文博更觉责任重大 、使命光

荣。 从大学生“村官”成长为副镇长，这

个“80 后”回族小伙儿正带着乡亲们，一
步一个脚印地走出好日子。

“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
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

族群众的感情特别真诚”， 一大批奋战

在民族地区的干部， 在政治上强起来、
作风上强起来 、能力上强起来 ，切实担

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党把人民放在心上，各族人民衷心

拥护中国共产党。
托乎提汗·库尔班梦想着能去一趟北京，

看望习近平总书记， 当面表达对党的感谢。
“老县长”高德荣说，独龙人民永远感谢共产

党，永远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涓滴情义汇江海，春风化雨聚人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德、
守望互助， 在神州大地播撒新希望，在

奋进路上谱写新乐章，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绚丽的民族团结

之花，将为祖国增添更多风采。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0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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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部门迫切希望讯问枪手女友
随着调查的深入，美国警方收集到

更多有关拉斯维加斯枪案的线索。警方

认为枪手斯蒂芬·帕多克的女 友 玛 丽

卢·丹利或许了解有关枪手的重 要 信

息。 这名 ６０ 岁出头的亚裔女性 ４ 日被

联邦调查局带回美国，接受警方问讯。
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

道，警方发现的证据表明，帕多克或许

曾在其他公共场所预先演练。
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治安官

约瑟夫·隆巴尔多说， 帕多克 １ 日晚连

续向演唱会现场射击 ９ 分钟；他在房间

内放置了电脑，在酒店客房内和走廊上

放置的一个推车上安置了摄像头，明显

是为了观察周边局势，以便在有人进入

房间前早做安排。
梅斯基特一家枪支店的老板克里

斯·沙利文发表声明， 说帕多克通过了

购枪前所需完成的背景调查，是他店里

的顾客，他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根据警方调查和公共记录，丹利是

澳大利亚公民，据称出生在菲律宾。 在

社交媒体上，她自称“赌场专业人士”，
有子女和孙辈。此前她和帕多克共同居

住在梅斯基特一处高档退休老人社区。
但帕多克作案前夕，丹利离开了美国。

隆巴尔多 ２ 日说，丹利人在日本东

京。 ３ 日，他告诉媒体丹利在菲律宾被

找到，联邦调查局人员 ４ 日把她带回美

国。“我们在与她对话，”隆巴尔多说。不
过他还强调，至今此案的嫌疑人只有帕

多克一人。 丹利则是“相关人”。 这是美

国警方对牵涉刑事案件调查但暂未被

逮捕或指控人员的称呼。
一名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向路透

社记者透露，帕多克曾向菲律宾一个账

户电汇 １０ 万美元， 这笔钱 “似乎是要

给”丹利的。调查人员目前的判断是，这
笔钱是以人寿保险保费的形式转移给

丹利。执法人员仍在试图弄清钱款的去

向。 这名官员还说，执法部门迫切希望

讯问丹利，以弄清帕多克是否在准备作

案前故意把她支走。
路透社说，在美国公共场所肆意杀

害陌生人的枪手， 一般都是人生不顺、

充满怒气的年轻人。 ６４ 岁、多金、生活

安稳，帕多克的情况没有一项符合这些

描述。
他的母亲和弟弟埃里克至今无法

相信是帕多克制造了这起美国史上伤

亡最重的枪案。 埃里克 ３ 日说，家人不

打算给帕多克举行葬礼，以避免招致不

必要的关注。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吉姆·克莱门特

分析作案动机说，帕多克的人生里可能

发生了某件大事，重大损失、分手，或是

发现自己染上重疾。
帕多克的父亲上世纪 ６０ 年代因抢

银行入狱， 曾是联邦调查局 “十大通

缉犯 ” 之一 ， 被发现患有精神 疾 病 。
克莱门特说， 帕多克的基因或许与他

行凶存在关联。 如果他的大脑未受损

伤， 专家或许可通过尸检发现他是否

患有精神疾病。
郭倩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续报道

章莹颖案嫌犯被追加绑架致死指控
如果被定罪，被告将面临死刑或者终身监禁

新华社芝加哥 １０ 月 ３ 日电 （记者

徐静 苗壮） 美国检方 ３ 日对涉嫌绑架

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被告人布伦特·
克里斯滕森提出绑架并导致章莹颖死亡

的新指控。 如果被定罪， 被告将面临死

刑或者终身监禁。
美国司法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

新闻稿中说， 联邦检察官帕特里克·汉

森和联邦调查局探员肖恩·考克斯 ３ 日

共同宣布了新起诉书。 联邦大陪审团提

出的新起诉书针对嫌疑人追加 了 三 项

新罪名： 一项为绑架致死， 两项为虚假

陈述。
针对绑架致死指控， 新起诉书提供

证据说章莹颖是在绑架过程中死亡的；
克里斯滕森实施犯罪的方式令人发指，

特别残忍恶劣， 包括酷刑或严重的肉体

虐待 ； 克里斯滕森犯罪有计划 、 有 预

谋， 并导致受害人死亡。
除了绑架致死， 新起诉书指控克里

斯滕森两次向联邦调查局作伪证。 第一

次在 ６ 月 １２ 日， 在明知自己 ６ 月 ９ 日

下午开车在校园兜圈子并让等待公交车

的章莹颖上车的情况下， 克里斯滕森告

诉联邦调查局探员自己当日整天在公寓

睡觉， 玩电子游戏 。 第二次在 ６ 月 １５
日， 在明知自己没有让章莹颖下车， 而

是将她带回自己公寓的情况下， 告诉联

邦调查局探员受害人上车后不久在一个

居民区下了车。
如果作伪证罪名被定罪， 每项伪证

罪名可判五年监禁。
现年 ２６ 岁的章莹颖今年 ４ 月前往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厄 巴 纳－尚 佩 恩 分 校 学

习， ６ 月 ９ 日在坐上一辆黑色轿车后失

踪。 美国联邦调查局 ６ 月 ３０ 日逮捕克

里斯滕森， 指控他涉嫌绑架章莹颖。 ７
月 ５ 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

法院法官埃里克·朗拒绝克里斯滕森的

保释申请。 ７ 月 １２ 日 ， 伊利诺伊州一

个联邦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克里斯滕森。
７ 月 ２０ 日， 克里斯滕森在法庭上首次

开口， 但拒绝认罪。

当地民众在案发的拉斯维加斯大道旁摆放鲜花， 悼念在枪击案中遇难的人们。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