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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释放

7月1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市，在法院外
等候消息的杰克逊（中）和她的两个孩子听到乔治·齐
默尔曼无罪释放的消息后悲伤不已。

当日，射杀非洲裔少年的协警乔治·齐默尔曼被判
无罪，当庭释放。2012年2月，协警乔治·齐默尔曼在
佛州桑福德市一处拉丁美洲裔居民区巡逻，认定身穿
连帽衫的特雷文·马丁“形迹可疑”，开枪射杀了这名
17岁非洲裔少年。 （新华社/美联）

交通事故

7月13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郊区，工作人员查
看交通事故现场。

俄罗斯卫生部新闻处13日晚间说，俄首都莫斯科
当天发生一起公共汽车与货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
包括1名婴儿在内的18人死亡，另有61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火车脱轨

这是7月12日在法国埃松省奥尔日河畔布雷蒂尼
镇火车站拍摄的脱轨的火车。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3日宣布，12日下午发生在埃松
省奥尔日河畔布雷蒂尼镇火车站的火车脱轨事故，可能
由铁路道岔上一个破裂的钢制部件引起。12日下午，布
雷蒂尼镇火车站发生火车脱轨事故，造成4名男子和2名
女子死亡，9名重伤者中两人有生命危险。这是1988年
以来法国发生的最严重火车事故。 （新华社/法新）

刑事调查

7月12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穆尔西的支持者在街
头参加示威活动。

埃及7月13日宣布对被军方废黜的前总统穆尔西
进行刑事调查。埃及检察部门将调查针对穆尔西的检
举，涉及间谍行为、煽动暴力和造成国家经济崩溃。

（新华社/美联）

生日祝福

7月1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名厨师完成用纸
杯蛋糕摆成的曼德拉头像后举手庆祝。

南非政府11日说，前总统曼德拉病情依然危重但
是稳定，医生对曼德拉的治疗继续奏效。本月18日，
曼德拉将迎来95岁生日。 （新华社/美联）

“口下留情”
格伦·格林沃尔德最早接触斯诺登并

报道这一监视丑闻。阿根廷《民族报》13
日刊登对这名《卫报》记者的采访。

格林沃尔德说，斯诺登掌握一些
“更具杀伤力”的信息，存放在全球不同
地方。如果公开，会对美国造成“更大
伤害”。然而，斯诺登一直没有公开它

们，他之前的揭秘仅是想提醒公众：他
们自以为私密的信息正被美国情报机
构利用。

“斯诺登拥有足够信息，能在 1 分
钟内对美国政府造成更大伤害，他比美
国历史上任何人掌握的信息都多。”格
林沃尔德说，“但那（全部曝光）不是他
的目的。”

“美国政府应当每天跪下来，祈求斯诺
登不要出事，因为如果他一旦出事，所有信
息将被曝光，那将是美国最可怕的噩梦。”

格林沃尔德没有提及更多细节。一
些分析师推测，从格林沃尔德的表态看，
他应该同样掌握一些美国国家安全局的
秘密文件，不排除今后继续公之于众的
可能。

“后院起火”
格林沃尔德在接受采访时提及，斯诺

登藏在全球各地的秘密文件详细地描述
了美方情报机构如何监视拉美国家的电
子邮件往来和电话通信等。

“拦截通信的一条途径是通过一家与
多数拉美国家电信企业签订合同的美国
企业。”格林沃尔德说。他没有提及具体
企业名称。

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曾把拉美
称作美国“后院”。然而，“棱镜”事件曝
光，不仅令原本与美国“交恶”的国家愤
怒，同样让一些相对友好的国家不满。委
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愿意向斯诺
登提供避难，厄瓜多尔则会考虑后者任何
要求。

“撩动”俄美
斯诺登上月飞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谢列梅捷沃机场，打算借道前往第三国。
然而，因护照遭美国当局注销，他一直滞

留机场中转区。
本月 12 日，斯诺登重提向俄罗斯

申请政治避难，说将于当晚递交申请。
只是，截至 13 日，俄方没有收到类似申
请。

尽管斯诺登迄今揭秘的内容没有
涉及美俄关系，但自从他飞抵莫斯科，
美方一直施压俄方，要求俄把他交还美
国。一些分析师认为，如果俄方批准斯
诺登的避难申请，将令本已因人权议
题、叙利亚冲突等陷入困境的美俄关系
更加紧张。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13 日
说，俄政府“没有接触”斯诺登。

然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议会曾
向斯诺登发出邀请，希望后者与俄方合
作，帮助调查美国借互联网公司监控俄罗
斯公民一事。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媒称斯诺登已“口下留情”
英国《卫报》一名记者说，

美国“棱镜”监视项目曝光者爱
德华·斯诺登之前是有选择地
揭秘，如果和盘托出他所掌握
的秘密文件，那将是美国“最可
怕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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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难一受伤女学生不治身亡
韩亚航空客机失事遇难者增至3人，均为浙江江山中学女学生

7月1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
庆阅兵式上，机械化部队行驶在香榭
丽舍大街。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克
象征封建专制的巴士底狱。1880年，
法国议会通过法律，将7月14日定为
法国国庆日。

（新华社/法新）

法国举行
国庆阅兵式

美国旧金山总医院12日确认，韩国亚
洲航空公司214航班降落事故发生后，由
这家医院收治的一名中国女学生不治身
亡。这是空难中遇难的第三名中国学生。

同一天，旧金山警方确认，另外两名遇
难中国女学生中，一人曾遭消防车碾轧。

再传噩耗
旧金山总医院 12 日下午在一份声明

中说，这名中国女学生当天上午去世。自
送抵医院后，她一直情况危急。

声明没有提及更多细节，没有提供女
学生的姓名和年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
馆先前通报，这名中学生头部和腹部受伤，
伤势危重，先后接受两次外科手术，一直在
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救治。

这是214航班6日失事致死的第三名
中国学生，3 个人都是浙江江山中学学
生。她们的同学和教师31人12日搭乘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回国。

确认轧人
警方发言人阿尔比·埃斯帕扎12日早

些时候说，警方调查认定，一名中国女学生
“遭一辆消防车至少碾轧一次”，但不清楚
她当时是否还活着。

警方说，遭碾压的女学生身上有白色
灭火泡沫。埃斯帕扎解释，可能是消防员
给失事飞机灭火时，躺在地上的这名女学
生被灭火泡沫盖住，致使大家没有看到她。

“当消防车挪动位置时，这名受害人被
发现躺在消防车的行驶轨道上。”

救援迟缓？
另一名中国女学生当时与3名乘务员

躺在大约600米外。附近另一些幸存者拨
打急救电话，试图帮助她们。

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巡警的调度记录
显示，幸存者辛迪·斯通打电话求救：“这里没
有救护车。我们已在现场待了20分钟……”

美联社报道，直至坠机后14分钟，救
援人员才找到这名中国女学生。

旧金山消防部门女发言人明迪·塔尔
梅奇说，救援人员在一处海堤边找到这群
人时，那名中国女学生已经死亡。她否认
救援迟缓。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相关链接▶▶

相关新闻▶▶

7月14日，一辆载着31名江山中学师生的大巴驶入浙江江山中学的校门，大
批学生、老师和家长在校门口迎接他们回家 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 摄

韩国社会存在下级服从上级的文
化，在航空飞行中曾经也不例外。就韩
国亚洲航空公司客机在美国旧金山机
场失事部分因为机组人员交流不畅的
说法，韩国航空管理部门官员和学者
12日予以否认。

交流不畅
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

调查重心放在首次驾驶波音777客机着
陆的飞行员李强国和教练李政民身上。

韩国《中央日报》网络版 10 日报
道，失事客机配备两组4名飞行员，李
强国和李政民一组，另一组为机长李宗
州和封东源。封东源在飞机着陆时一
直坐在驾驶舱后面，且对驾驶异常征兆
发出警告。

报道说，韩国国土交通部与封东源
面谈得知，当飞行高度降至 300 米左
右，下降角度太快，封东源几次大声提

醒“注意下降率”，但驾驶飞机的李强国
和李政民未做回答。

54秒后，飞机与防波堤发生碰撞。

环境改善
就美方和媒体报道，韩国国土交通

部航空安全政策局飞行标准课课长张
万熙说，暗示韩国传统文化可能引发事
故发生是不道德的行为。

张万熙说：“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末，独裁主义存在于驾驶舱是真实的，
但我们现在的文化与当时完全不同。”

韩国《中央日报》网络版说，飞行员
之间沟通失败或发生意见冲突在之前
的航空事故中也曾出现。

韩国暻园大学教授、前韩亚航空
飞行员郑延西（音译）指出，空难触发
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善驾驶舱的工作
环境。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驾驶舱文化”害了韩亚客机？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14日说，韩国国
土交通部已经致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对美方过度公开韩国亚洲航空公
司客机失事调查细节表达不满。前一
天，失事客机的4名飞行员返回韩国。

抗议“嘴太快”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这封两页的

信由英文写成，于12日发送，收件人是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德博拉·
赫斯曼。

信件要求美方如实并定期公开与客
机失事相关的消息。

韩方在信中强调，调查应该符合国
际标准并客观进行。韩联社解读，这是
韩方间接抗议美方过度公开调查细节。

客机失事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主席赫斯曼连续 5 天召开新闻发
布会，详细介绍初步调查结果，包括飞
行员的陈述、飞行数据、驾驶舱话音记
录等。

抱怨“不配合”
韩联社分析，这封信体现出美韩双

方对调查信息公开程度持不同看法。
然而，分歧不止于此。按韩联社的

说法，赫斯曼在讲话中暗示客机失事原
因在于韩国飞行员操作不当。

对此，韩方立即做出反应。韩国国
土交通部一名高级官员 11 日在一场新
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在宣布任何事情时
需要依据事实，我们需要先确定飞行员
的陈述是否属实，还得考虑公开飞行员
的陈述是否有助于事件调查。”

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
一些赴美参与调查的韩方人员抱怨美方
调查人员不够配合。当韩方要求美国国
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提前告知新闻发布会
资料时，美方提供的资料过于简短。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嫌美公开细节多
韩方致信表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