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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日本政
府消息人士3月31日说，政
府 1月初寻求派前首相小
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哀悼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以改
善双边关系，但小泉拒绝。

消息人士告诉共同
社 记 者 ，内 阁 和 民 主 党
主 导 的 执 政 联 盟 考 虑 ，
向朝方表示哀悼将有助

于促成日朝关系正常化
谈判重启。民主党和国
民新党干部向小泉征求
意见。小泉拒绝这一提
议 ，告 诉 这 些 执 政 党 干
部：“这件事应该由野田
佳彦首相做。”

小泉 2002年 9月访问
朝鲜首都平壤。2004年 5
月，小泉再次访朝。

据新华社电 朝鲜外
务省发言人 3 月 31 日在答
朝中社记者问时表示，美国
针对朝鲜卫星发射计划宣
布停止履行对朝提供粮食
援助，这违反了 2月 29日朝
美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完
全打破朝美协议的令人万
分遗憾的行为”。

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对
朝鲜和平卫星发射计划的
过度反应正在超越极限。
对于朝鲜邀请外国专家参
观朝鲜卫星发射现场，美
国 不 仅 宣 称 不 派 美 国 专

家，而且要求别国也不派
专家，这说明美国害怕客
观确认朝鲜卫星发射的和
平性质。

这位发言人强调，美国
将朝鲜卫星发射说成是远
程导弹发射，有其政治军
事目的，即企图借朝鲜“远
程导弹能力对美国本土构
成威胁”等将其反导系统
正当化。

发言人认为，美国所走
的道路是破坏朝鲜半岛和
整个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
定、导致新的冷战的道路。

美国应该拿出勇气承认主
权国家的和平卫星发射，并
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没有敌
对意图。

据朝中社 3 月 16 日报
道，朝鲜将于 4 月发射使用
自己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光
明星 3 号”实用卫星，以迎
接金日成主席诞辰 100 周
年。朝鲜此举引起各方高
度关注，联合国、韩国、日
本、美国等呼吁朝鲜重新考
虑或停止这一计划。美方3
月 28 日宣布，美国决定暂
停对朝鲜的食品援助。

朝鲜：美停止粮援违反协议
朝称美应拿出勇气承认主权国家的和平卫星发射

■ 揭秘

日政府曾拟派小泉访朝

3月31日，一名泰国士兵在该国南部也拉府爆炸现场拍照。由汽车炸弹引发的连环爆炸事件导致至少10人遇难，60人
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事发地位于也拉府一处商业区十字路口。也拉府官员称，伤者包括一些老人和儿童，没有外国
人。警方怀疑这起袭击事件是南部分离主义武装人员所为。自2004年初以来，泰国南部分离主义武装人员活动频繁，也拉、
那拉提瓦和北大年三府以及宋卡府部分地区经常发生爆炸、枪击、绑架等暴力事件。 （钟合）

西非国家马里的反政
府武装 3 月 30 日攻占北部
重镇基达尔，进一步加剧国
内紧张局势。政变领导人
希望寻求外国援助，但仍没
有给出移交权力、恢复宪法
秩序的时间表。

叛军控制局势

谋求地区独立的图阿
雷格武装 3 月 29 日开始进
攻基达尔，经过一番激战于
3 月 30 日夺取这座北部重

镇。“叛军已经控制局势，
（政府）军队没有抵抗。”法
新社援引当地一名教师的
话报道，“昨天（3月29日），
他们发动攻势，大约晚上 8
时（北京时间 3 月 30 日 4
时）一度停下来，今天早上
重新进攻，现在已经夺下两
处军营。”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当地公务员向法新社记者
证实，叛军获得基达尔控制
权后，已经在街头维持起秩
序，告诉民众恢复日常工

作，不要害怕。这名公务员
说，与图阿雷格武装一同控
制基达尔的还有“安萨尔·
迪纳”宗教武装人员。

图阿雷格武装今年1月
发动反叛攻势后，这支宗教
武装被发现多次参与叛乱。

基达尔是马里东北部
基达尔行政区首府，距离首
都巴马科大约 1000 公里，
是叛军在这一区域攻陷的
第三座重镇。法新社报道，
夺取这一地区首府，对叛军
而言是个“巨大收获”。

西共体考虑制裁

叛军攻势下，政变领导
人开始向外界寻求支援。

政变后成立的“民主复
兴和国家重建全国委员会”
主席阿马杜·萨诺戈获悉基
达尔失陷后在巴马科附近一
座军营召开记者会，称形势

“严峻”，需要支援。“叛军持
续攻击我们的国家，恐吓我
们的民众，”萨诺戈说，“眼下
形势严峻，军队需要马里的
朋友们伸出援手，保护平民，

保卫马里的领土完整。”
西共体 3月 29日警告，

如果马里政变军人 3 天内
不恢复国家宪法秩序，西共
体将对马里采取制裁。萨
诺戈说，他“理解”西共体的
立场，但希望这一组织能够
给予支持，因为他们政变后
打算“举行自由透明选举，
让国家迅速恢复常态”。

对于外界关心的选举
以及移交权力时间表，萨诺
戈只字未提。

徐超（新华社专稿）

■“马里军人政变 总统下落不明”追踪

泰南部爆炸
10死60伤

马里叛军“发威”政变领导人求援
反政府武装已攻占北部重镇基达尔；政变领导人不提交权时间表

■“匈牙利总统博士学位
被撤销”追踪

匈总统
拒绝辞职

施米特称20年
前写的论文符合当
时规定

据新华社电 深陷论
文抄袭漩涡的匈牙利总统
施米特·帕尔 3 月 30 日表
示，撤销博士学位和辞去总
统职务之间没有联系。

“未靠学位获利”

当晚，匈牙利国家电视
台对施米特进行专访，当被
问及“在博士学位被撤销之
后是否想过辞去总统职位”
时，施米特说，“两者之间没有
联系，尽管许多人都这么认
为”。他强调，20年前他写的
博士论文符合当时的规定。

匈牙利泽梅尔魏斯大学最
高权力机构3月29日以33比4
的投票结果，决定撤销施米
特的博士学位，原因是他的论
文不符合专业和道德标准。

施米特在电视采访中
说，他从来没有靠这个学位
获得过物质或道德利益，并
表示将就体育与环境的关系
问题开始撰写新的博士论
文，他将证明在目前严格的
标准下也能获得博士学位。

当晚，各反对党对施米
特没有宣布辞职表示强烈
不满。最大反对党社会党
主席迈什特尔哈兹发表声
明说，全国的人都在期待施
米特当晚宣布辞职，但令人
震惊的是，施米特却不敢作
出道义上唯一可接受的决
定。还有一些人举行静坐
抗议，要求施米特辞职。

网站揭总统丑事

匈牙利一家网站今年 1
月刊登文章，指出施米特的
博士论文有抄袭嫌疑。施
米特否认这一指控。泽梅
尔魏斯大学 3 月 27 日在网
站上公布调查结果时指出，
施米特博士论文第 34 页至
50页与德国学者克劳斯·海
涅曼的一篇文章相同，另有
180页的内容与保加利亚体
育专家尼古拉·格奥尔基耶
夫的论文部分一致。

自论文涉嫌抄袭被曝光
以来，执政党一直站在施米
特一边，而反对党则要求施
米特辞职。

施米特生于194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