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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总统萨利赫交权，结束 33 年执政生涯

又一棵政坛“常青树”倒下

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 2 3 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签署权力移

交协议。 依照协议，萨利赫向副总统阿比德·拉布·曼苏尔·哈迪移交总统职权，总

统选举三个月内举行。 数以千计也门民众当天继续示威，抗议协议赋予萨利赫司

法豁免权，要求追究萨利赫法律责任。

萨利赫 23日早晨离开也门首都萨那， 前往利雅得

参加权力移交及实施机制协议签字仪式， 结束 33 年执

政生涯。 这一协议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提出，

旨在化解也门危机。

签字仪式设在沙特王宫雅玛玛宫， 一些海湾国家、

欧洲和美国代表及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贾迈勒·本·奥

马尔出席签字仪式。 沙特国家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在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见证下，萨

利赫在协议书上签字。 执政党和反对派代表随后签字。

萨利赫说，他愿与反对派建立“真正伙伴”关系，共同“处

理国家事务”，重建“危机所破坏的一切”。

今年 1月以来，也门局势持续动荡。 海合会 4 月提

出调解协议， 萨利赫 4 月至 6 月三次表态愿意签署协

议，均在最后一刻变卦。

萨利赫 6月 3日在位于萨那的官邸遇袭，面部严重

受伤，随后前往沙特治疗 3 个多月并在 9 月回国。 萨利

赫回国后多次表态准备交权， 但要求消除不稳定因素，

把权力交付可靠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0月通过决议，

要求各方停止暴力并呼吁各方尽快以海合会倡议为基

础，签署和解协议。

按联合国特使奥马尔的说法，萨利赫移交权力后将

前往美国纽约疗养。 依照交权协议，萨利赫把总统职权

移交给副总统哈迪，后者与反对派组建联合政府。 反对

派推举候选人领导政府，联合政府有两年过渡期，三个

月内举行总统选举。 萨利赫和他的亲属享有司法豁免

权，在新总统就任前继续保留总统头衔。

分析师认为，萨利赫签署交权协议后，他的国内影

响力不会就此消失；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掌控也门政府军

精锐部队共和国革命卫队，侄子叶海亚和塔里克分别主

管中央安全部门和总统警卫队。

奥马尔 23日在萨那乘飞机前往利雅得参加签字仪

式。 他登机前告诉媒体记者：“协议将赋予副总统权力，

以执行海合会协议。”奥马尔说，也门联合政府应在两年

过渡期内举行国内对话以修改宪法。“签署协议标志也

门人在化解政治危机、推动国家前进方面迈出一大步。”

也门一些反对派激进者反对萨利赫享有司法豁免

权，认为这意味着反对派向萨利赫妥协。 一些没有从交

权协议“分得一杯羹”的人同样持反对意见。也门一名政

府官员先前说，萨利赫所属也门全国人民大会党的一些

高层反对交权协议内容。

16 岁参军 36 岁掌权

萨利赫 1942年出生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一个普通军人家庭。由于

受到来自家庭的熏陶，萨利赫 16 岁就参军，并很快进入武装部队士

官学校学习。

1962 年，萨利赫加入了“自由军官”组织，并参加了推翻王室政

权的“九·二六革命”，此后很快就在军界一路攀升，官至曼德海峡军

区司令。 1978 年，年仅 36 岁的萨利赫出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即当

时的北也门）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后，萨利

赫担任也门总统至今。

“蛇头上跳舞的人”

美国《纽约时报》曾分析指出，萨利赫多年来在也门动荡复杂的

政局中屹立不倒， 靠的正是其老谋深算的平衡之道。 在宗教分化严

重、 部落众多的也门， 萨利赫多年来都小心挑选并扶持大量部族领

袖，以平衡各方利益，维持其统治。

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是在 1994年，南北双方领导人矛盾再度激

化后导致全面内战爆发。 萨利赫知道仅靠自己的北方军队无法击败

装备精良的南方军队。于是他与各部落达成协议：如果部落武装帮他

击败南方军队，就有权将缴获的南方武器作为自己的战利品。这将众

多的部落都拉拢到了萨利赫一边。

3个月之后，内战就以南方领导人出逃国外而告终。 正是由于萨

利赫深谙这种复杂而惊险的平衡之道， 西方媒体曾赠其一个外号：

“蛇头上跳舞的人”。

数以千计民众 23日继续在萨那市中心示威，要求追究萨利赫的

法律责任。 一些人呼喊口号：“萨利赫必须受审。 ”示威者萨米亚认为

协议使也门免于内战，但“我们在诉求没得到满足前将留在街上”。

也门政治危机持续时间将近一年， 原本就状况堪忧的也门经济

在混乱中不进反退，加之南部地区与“基地”组织相关联的极端武装

分子又在不断趁火打劫。无论谁在明年 1月的也门总统大选中获胜，

都不太可能在“后萨利赫时代”带领也门很快回归正轨，因此，在短期

内，也门局势仍难令人完全乐观。

萨利赫是中东动荡大潮中，继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

巴拉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后下台的第四位强人。

这些强人的下课，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们本身的原因，当事国人民

的选择理应受到尊重。 几十年前，他们在上台之初，也曾胸怀国家强

盛愿景，获得人民支持。 但长年执政导致他们麻木懈怠，失去对民众

心声的感知，落后于时代发展大潮，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岁月所稀释。

然而，强人下课，恐怕仅是中东未来动荡与变革相交织的开端。近

期突尼斯数百宗教极端组织成员袭击电视台，埃及上千抗议者与军警

血腥冲突，利比亚重建进程的百废待兴与激烈博弈，均为最新例证。

人们看到，在强人下课过程中，外部力量干预起到重要作用。 没

有美国唱衰“老朋友”，穆巴拉克不会倒得那么快；没有北约轰炸，卡

扎菲未必很快重复萨达姆的命运；在也门，出于反恐等方面顾虑，美

国施压力度可谓经过精准计算，这是萨利赫这么能“挺”的重要原因。

强人下课，动荡可能持续。但无论如何，新瓶不会再装旧酒，变革

正在发生。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未来局势仍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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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赫 23日签署交权协议。

23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利

比亚“过渡委”负责人曾表示，愿意赔偿中国公司遭受的

损失。

刘为民说， 利过渡政府成立标志着利政治过渡进程

迈出了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中方将与利方共同

努力，推动中利友好关系持续发展，并愿为利重建发挥建

设性作用。 刘为民还说，中方注意到，“过渡委”负责人曾

表示，愿意赔偿中国公司遭受的损失。 中方赞赏利方尊重

中国企业在利利益的积极表态， 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积

极参与利比亚的战后重建， 中国公司在这方面也是有优

势的。 （据新华社电）

我外交部：利“过渡委”

愿赔中国公司损失

利重用擒获卡扎菲功臣

委以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要职

22 日， 利比亚过渡委执行委员会主席凯卜公布过

渡政府成员名单，宣告过渡政府成立。 抓捕卡扎菲父子

功臣被委任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

过渡政府中，一些重要职位的人选与“战功”密切关

联。抓捕卡扎菲本人的指挥官法齐·阿卜杜勒·阿里出任

内政部长。抓获卡扎菲儿子赛义夫的津坦武装指挥官乌

萨马·朱瓦利出任国防部长。 据悉津坦武装抓捕赛义夫

后，曾拒绝交予过渡委，目的是为“索要”国防部长职位。

但过渡委否认这一说法。

沙漠向导自称出卖赛义夫

23 日， 卡扎菲之子赛义夫的沙漠向导郝特玛尼自

曝曾同利比亚执政当局军队接触， 并透露赛义夫在 18

日夜间的行踪，以协助武装部队在沙漠中伏击赛义夫。

郝特玛尼说赛义夫曾开价 100万欧元雇用他当向导

穿越沙漠。他自称冒险联系政府军，告诉他们赛义夫将在

18日夜间穿越沙漠。 不过，郝特玛尼拒绝透露是如何背

叛赛义夫与津坦武装人员联系上的。 （据《新京报》）

■延伸

据英国《每日邮报》11 月 22 日报道，瑞典医生研发了一种治疗

乳腺肿瘤的新方法。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医生利用定向电流将肿瘤

加热至 70 到 90 摄氏度，10 分钟内就能杀死癌细胞， 同时接受治疗

的妇女短时间内即可回家或重返工作岗位。

这种类似“烹饪”的疗法是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研发的，名为

优先射频消融技术。医生通过超声波引导一个很细的、针状的电极插

入到乳房肿瘤的中间，然后让电极通电将肿瘤加热最高到 90 摄氏度

后，将其杀死。 癌细胞周围的组织不会受到损伤，而死亡的组织则将

留在体内转化成无害的伤痕。

在完成治疗后的 1 个月、6 个月和 12 个月， 妇女需要分别进行

一次包括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乳房 X 线照片、超声波在内的身体检

查，此后检查间隔可延长至每年一次，以确保肿瘤被杀死、癌细胞没

有扩散。如果需要化疗等进一步治疗，则在完成上述步骤后按正常方

法继续进行。

研究中，有超过 80名患者使用了这种疗法，并表明治疗有效。截

至目前，经长达两年的随访，这些患者并未出现肿瘤复发迹象。另外，

报道称类似的射频消融技术疗法已应用于治疗肾癌、肝癌、骨癌中。

“5年之内，这种疗法将成为一种主流治疗方法。 ”莱夫兰说道。

这种疗法也存在一个潜在问题， 如果肿瘤与周围组织不通过手

术从人体中取出，残余的癌细胞仍然可能会蔓延。 不过，医生希望正

在进行的研究可以找到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 （据《钱江晚报》）

瑞典医生发明乳腺癌新疗法

高温“煮”死癌细胞

反悔三次终下决心

三个月内举行大选

儿子掌控精锐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