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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7月1日电（记者 吴谷丰）日本防卫
省1日宣布，驻日美军将于当月下旬向冲绳美军普天间
基地追加部署12架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

日本防卫省当天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运载这
批旋翼机的货轮将于 7 月最后一周抵达山口县岩国美
军基地，旋翼机经过调试和试飞后，将被部署到普天间
基地。

驻日美军不顾日本民间团体和冲绳民众强烈反对，
于去年10月向普天间基地部署12架“鱼鹰”旋翼机。今
年3月，这批旋翼机首次在日本本土进行训练飞行。

旋翼机兼具直升机垂直起降和普通飞机高速飞行的
特点，可以挂载导弹和航炮，抗击轻武器射击和规避导弹
袭击，人员和装备搭载能力远超美军现有各型直升机。

驻日美军将再部署
12架“鱼鹰”旋翼机

据新华社专电 韩国媒体7月1日报道，总统府青瓦
台网站上周遭遇网络攻击，致使10万用户个人信息失窃。

韩联社援引一名官员的话报道，青瓦台网站大约10
万用户“被黑”。总统办公室承认数据失窃，但未确认相
关细节。

青瓦台网站就用户的姓名、出生日期和用户名等信
息失窃道歉。用户账号密码未遭泄露。

韩总统府网站
用户数据遭窃

厄瓜多尔花农最近有点烦。
美国“棱镜”监视项目曝光者爱德
华·斯诺登向厄瓜多尔申请政治避
难，引发该国鲜花的进口国美国施
压。

吉诺·德斯卡尔西经营鲜花出
口生意，每年种植大约2200万株玫
瑰。现在，德斯卡尔西的关注重心

除了蚜虫、霉菌和运费，多了一项
“斯诺登因素”。

依据厄瓜多尔法律，由于斯诺
登未入境厄瓜多尔，其避难申请不
能正式处理。不过，一些美国议员
明确提出，可能以停止贸易最惠国
待遇向厄瓜多尔施压。

美国对厄瓜多尔的关税减
免待遇7月31日将到期，这一关
税减免待遇涉及每年价值大约
2.5亿美元的鲜花贸易。

厄瓜多尔大约有5万人从事
鲜花种植业，大约550个鲜花农
场间接创造11万个工作岗位。

现在，行业不确定因素陡
增。厄瓜多尔鲜花种植业协会
主席贝尼托·哈拉米略说，虽然
厄瓜多尔并未表示接纳斯诺登，
但受斯诺登事件影响，美国乃至
其他国家的买家考虑到贸易稳
定性，可能转向其他供应商。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7月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反对派示威者洗劫穆斯
林兄弟会总部。

当日，部分反对派示威者洗劫了位于开罗市郊的埃
及穆斯林兄弟会总部，随后纵火焚烧大楼。

（新华社/美联）

7月1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大楼外
挂起欢迎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的巨型条幅。

当日零时整，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成为其第28
个成员国。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 摄

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

据新华社曼谷7月1日电（记者 常天童）泰国国王
普密蓬·阿杜德6月30日晚间批准总理英拉·西那瓦提
交的内阁改组名单，新内阁当晚向国王宣誓并于 7 月 1
日正式上任。本次改组涉及18个职位的变动，其中英拉
将兼任国防部部长。

据泰国《民族报》1日报道，根据普密蓬国王批准的
名单，11名内阁部长被撤换、7个内阁职位调动，11名新
人加入内阁。总理英拉兼任国防部部长，前副总理差林·
裕班伦调任劳工部部长，原司法部部长巴差·蓬诺调任副
总理。新加入的内阁部长有：人类安全和社会发展部部
长巴维娜·洪莎坤、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尼瓦探隆·汶颂
派汕等。

泰国国王批准
英拉内阁改组名单

7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前排左三）、澳大利
亚总督昆廷·布赖斯（前排中）与新内阁女性成员在澳大
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政府大楼前合影。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7月1日公布新一届内阁，其中
女性阁员人数创历史纪录。陆克文强调，新一届内阁的
主要任务是刺激经济增长。 （新华社/法新）

陆克文组阁

穆兄会总部遭到洗劫

美国国务卿克里6月30日在以色列
特拉维夫表示，他在推动重启巴以和谈
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未透露任何具
体信息。

至此，克里已完成了他就任国务卿5
个月以来的第五次中东之行。分析人士
认为，克里频繁访问中东是为了加强美
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然而，截至目前，
克里在一系列中东之行中遇到重重阻
碍，实质性收获不多。

重启巴以和谈：阻力重重

克里原定于6月10日访问以色列、
巴勒斯坦和约旦等地，却并未成行。

然而，当克里 6 月下旬再次到访中
东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态度并没
有软化。此外，就在克里抵达约旦首都

安曼准备就巴以和谈进行穿梭访问的前
一天，以色列批准在东耶路撒冷犹太人
定居点建造69套新住房，这也令克里措
手不及。

6月30日，克里在离开以色列前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和谈重启已经在可
以达成的范围内……我们已经缩小了（巴
以）双方的距离。”

分析人士指出，克里不断向巴以双
方施加压力，但目前两方面的态度均没
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主要原因在于双
方在关键的以色列建设定居点问题上仍
有很大分歧。

武装叙反对派：不利对话

叙利亚问题是克里此访的另一重
点。在访问期间，克里于6月22日出席

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叙利亚之
友”会议。

此次“叙利亚之友”会议最终同意
向叙境内反对派提供紧急援助，其中
包括军事援助。克里称，向叙反对派
提供支持是为了叙人民的利益和未
来。

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及其盟友此
时军援叙反对派，不利于叙利亚问题的
政治解决。在“叙利亚之友”会议上，有
两个与会国对军援叙反对派表示反对，
这说明美国盟友内部在此问题上也有分
歧。另一方面，俄罗斯、伊朗等国也对这
一举措进行了谴责。

屡访未果原因：立场不公

尽管如此，外界普遍认为，克里频繁

的中东之行收效甚微。埃及金字塔战略
研究中心专家塔里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目前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
上态度强硬；而在叙利亚危机上，一些美
国盟友担心武器流入极端分子手中，因
而对武装叙反对派十分谨慎。因此，从
这两方面看，克里此行没有取得任何实
质性进展。

分析人士指出，克里屡访中东收获
甚微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在巴
以问题和叙利亚危机上受利益驱使，没
有秉持公正的态度，明显偏袒一方，使得
矛盾根源无法化解。

（据新华社开罗6月30日电）

克里五访中东成果有限

欧盟多国欧盟多国66月月3030日因美国以欧洲盟友为秘密日因美国以欧洲盟友为秘密
情报监视目标而震怒情报监视目标而震怒，，危及美国与欧盟之间即将危及美国与欧盟之间即将
举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举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火上浇油般火上浇油般，，英国英国《《卫报卫报》》当天披露美国对欧当天披露美国对欧
盟和欧洲国家驻美使馆或办事处情报监视活动详盟和欧洲国家驻美使馆或办事处情报监视活动详
情情，，同时称美方监视目标还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其同时称美方监视目标还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其
他地区盟友他地区盟友。。

盟友有亲疏“待遇”各不同

美把德列为
“三等伙伴”

对其监视程度与对伊拉
克、沙特阿拉伯等国相同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6 月 30
日发表一份声明，允诺将通过外交渠道
就媒体报道向欧洲做出解释，声称美方
监视活动并不“出格”。

声明说：“我们不会公开评论确切
的情报活动，我们早就表明政策，即美
国收集国外情报的方式与（其他）所有
国家相同。”

面对愤怒的欧洲，前美国国家安全
局和中央情报局主管迈克尔·海登主张
美国政府向盟友就情报监视项目公开

更多信息，因为“他们知道得越
多，就越会感到放心”。

实际上，美国需要对其做出
解释的盟友不仅是欧洲。

由于《卫报》最新报道中
提到日本办事处也受到监视，
日 本 内 阁 官 房 长 官 菅 义 伟 7
月 1 日说，日方正要求美方通
过外交渠道就最新报道做出
澄清。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卫报》当天援引美国人爱德华·斯
诺登提供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机密文件，
详细描述美方对盟友的情报监视活动。

文件显示，美方以 38 个驻美使馆
和外交办事处为“目标”，包括欧盟机构
以及法国、意大利、希腊等欧洲国家，还
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墨西哥
等其他地区盟友。

美方采取多种监视手段，包括“底
儿掉式”复制电脑硬盘内文件以及在传
真机等电子通信装备上安装窃听器。

这两种手段都被用在监视欧盟驻纽约
联合国总部的办事处上。一些文件显
示，一台“目标”电脑硬盘内的所有文件
都被复制窃取。

美国对欧盟以及欧洲国家的情报监
视活动有多复杂、规模有多大，可以由名
目繁多的监视项目代号来体现：对欧盟
在华盛顿办事处一部传真机的监视项目
代号为“卓普米尔”，对欧盟在纽约办事处
的监视项目叫做“珀迪多”，对法国驻纽约
和华盛顿办事处的监视项目分别为“黑

足”和“瓦伯什”，对希腊两地办事处的监
视项目叫“鲍威尔”和“克朗代克”……

《卫报》推测，如此繁多的监视
项目可能不止涉及美国国家安
全局，其中还可能有联邦
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
的身影。

《卫报》援引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机密
文件显示，美方监视欧盟办事处的目的
在于获知欧盟国家之间就全球事务的分
歧以及其他矛盾。

除利益受损，欧盟恐怕还会伤感情。
一些文件显示，美方依据与对方信息

互换范围把盟友按可信任程度分成三等。
其中，“第一等级国家”是……美国；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列
“第二等级国家”；德国和法国为“第三等
级国家”，或者说是“可信任度最差的合
作伙伴”，对它们的监视程度与对伊拉
克、沙特阿拉伯等国相同。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一份文件中
说：“我们可以攻击第三等级合作伙伴
国内多数通信，我们也正在这样做。”

美方活动彻底惹怒欧洲盟友，德国、
法国、欧盟的多名官员表达强烈不满。

分管司法、人权和公民事务的欧
盟委员维维亚娜·雷丁 6 月 30 日警告，
如果报道属实，不少人“期待已久的”
欧盟与美国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将受到
影响。

就美方监视项目，欧洲议会不少成
员正敦促欧洲两位“大佬”——欧洲理
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
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尽快向欧洲议会
解释，他们正在或准备就美国监视项目

采取何种回应。
艰难磋商许久后，欧盟和美国今年

6月17日在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宣布，双
方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定
于7月举行首轮谈判。这一自贸协定如
果谈成，有望每年分别给欧盟和美国经
济创造 1500 亿美元和 1200 亿美元的
产值。

美国监视欧盟的报道如果属实，意
味着美国从一开始就掌握谈判主动权，
既知道欧盟谈判代表的立场，也知道欧
盟各国之间的分歧。

在斯诺登去向扑朔迷离之际，
维基揭秘网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称，“没有什么”能阻止斯诺登继续
爆料。

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英国首
都伦敦使馆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记
者采访时说，有关人员已经采取措
施，“击溃”美国试图阻止斯诺登爆
料的任何努力。

“现在，（揭秘信息）发布程序
畅通无阻。”他说，“斯诺登已经受
到不错的关照，以确保他不会受到
任何国家的压力，阻断发布程序。”

阿桑奇先前称，维基揭秘网帮
助斯诺登逃避追捕，为他提供费用
和法律指导并派顾问伴随。阿桑
奇说，他愿意提供帮助，是因为“我
们有经验应对美国攻击，（申请）庇
护，并且我个人同情斯诺登”。

不过，斯诺登的父亲朗尼·斯
诺登批评维基揭秘网的做法，通过
律师指控维基揭秘网利用斯诺登
筹集资金并阻止他返回美国。

阿桑奇说，他已经接触那名律
师，尝试“打消对方的疑虑”。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阿桑奇称
斯诺登爆料“无阻碍”

厄瓜多尔花农“心系”斯诺登

谍影重重

感情大伤

谈判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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