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21日 星期一

世界周刊 A12-16
读 / 世 / 界 / 懂 / 中 / 国 主编：赵世峰 美编：陈明丽 组版：颜莉

报料电话：13869196706 欢迎下载齐鲁壹点 600多位在线记者等你报料
报纸发行：（0531）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85196150 85196192 文字差错投诉：（0531）85193436 发行投诉：4006598116（0531）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1 . 5元

邮发：23-55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邮编：250014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济南市长清区玉皇山路1678号）

以军袭击维和部队，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联黎部队：和平“蓝线”守护者
主笔 赵世峰

“并非偶发行为”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0
月12日表示，1名维和人员11日夜
中弹受伤，接受手术后情况稳定。
近期黎以冲突升级以来，已有5名
联黎部队维和人员受伤。

9日，以军向联黎部队位于纳
古拉地区的监控摄像头“蓄意开
火并将其损坏”。10日，以军袭击
黎南部3处联黎部队营地，其中一
辆以色列坦克向纳古拉地区联黎
部队主要指挥部的一座哨塔开
火，并击中了这座塔楼，导致2名
印尼维和人员坠落受伤；以军还
向附近的一个位置开火，破坏了
车辆和通信系统。11日，联黎部队
纳古拉基地斯里兰卡营的2名维
和人员在以军袭击中受伤。12日，
一名维和人员被附近军事活动的
枪弹击伤。13日凌晨，以军2辆坦
克破坏位于拉米亚的联黎部队驻
地大门，强行进入驻地，约45分钟
后才离开。

联黎部队发言人泰嫩蒂在接
受采访时说：“毫无疑问，这可能
是我们在过去12个月里目睹的最
严重事件或事故之一。”联黎部队
已要求以军对这些“令人震惊”的
侵犯行为作出解释。

以军承认11日开火造成2名
维和人员受伤，但辩称那是为应
对联黎部队哨所附近出现对以军
的“迫在眉睫”威胁。爱尔兰国防
部队总参谋长克兰西质疑这一说
法，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以军这一
行径“并非偶发行为”。

黎巴嫩9月中旬发生大规模
通讯设备爆炸事件后，黎以冲突
陡然升级。以军10月1日凌晨宣
布，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实施“北方
之箭”作战方案，对黎巴嫩真主党
目标发起“有限”地面进攻。一名
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军方已经
告知美国军方，“有限”地面行动
旨在拔除黎真主党武装沿以色列
北部边境布设的阵地，为经由外
交途径达成协议创造条件，让黎
真主党武装遵照联合国安理会
1701号决议，撤到利塔尼河以北。

据路透社报道，本月早些时
候，以军要求联黎部队撤往距离

“蓝线”5公里以外的地区，“越快
越好，以确保你们的安全”。这一
范围包括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
的29个营地。但联黎部队予以拒
绝，决定继续驻扎原地，以便尽最
大努力继续执行安理会决议。

报道称，早在本轮巴以冲突
去年10月爆发前，维和部队就不
时向安理会报告黎真主党和以色
列违反决议的行为。2022年11月
的一份报告说，黎真主党持续在
利塔尼河以南部署不受黎政府控
制的武器，以色列军机和无人机
持续侵犯黎领空。本轮巴以冲突
爆发后，黎真主党为策应在加沙
地带与以军作战的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空袭以色
列北部边境，以军还以空袭和炮

击。双方日常隔着“蓝线”交火。
9月30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

人迪雅里克就表示，由于以色列的
猛烈袭击和黎真主党对以色列的
火箭弹袭击，联黎部队已经无法执
行巡逻任务。

“令人无法容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
说，向联黎部队开火“令人无法容
忍”，这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的行径。联黎部队把以军行径视
为“严重发展”，敦促保障联合国
人员和财产安全。

据路透社报道，冲闯联黎部队
驻地事件发生后以军方解释称，黎
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发射了反
坦克导弹，造成25人受伤。这次袭
击距离联黎部队驻地非常近，一辆
帮助伤员撤离的坦克遭到炮击后
倒车进入了联黎部队驻地。以军方
发言人称，以坦克并非袭击驻地，
也没有试图进入驻地，“这是被迫
后退以躲避危险。”

以军方还称，他们使用烟幕
为受伤士兵的撤离提供掩护，但
其行动并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构
成危险。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3日向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现在
是将联黎部队撤出真主党据点和
战区的时候了，联黎部队实际上
为真主党提供了“人盾”。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
克在13日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
表示，古特雷斯向仍坚守在各个岗
位的联黎部队维和人员表示敬意，
并补充说“联合国旗帜继续飘扬”。

以色列的行径遭到了国际社
会的普遍谴责。11日，尼加拉瓜总
统奥尔特加指示尼外交部依据该
国国民议会通过的决议，与以色列
断交。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已有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宣布与
以色列断交，智利、哥伦比亚、巴林
召回了本国驻以大使。

美国总统拜登称，美方要求
以军不要袭击联黎部队；俄罗斯
对以军行径表示“愤慨”，敦促以
方停止针对维和人员的“敌对行
动”；英国政府则对联黎部队人员
受伤报道表示“震惊”；法国、意大
利和西班牙领导人发表联合声
明，谴责以色列袭击联黎部队，对
维和人员受伤表示“愤慨”。

法国总统马克龙为此召见以
色列驻法国大使，称维和人员遭

“故意袭击”。马克龙同时重申应叫
停向以色列提供用于加沙地带和

黎以冲突的武器。有评论人士认
为，这番言论颇有对美含沙射影的
意味。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美国
不断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军
事援助，上月底还向以方追加80多
亿美元军援，称将继续帮助以色列

“自卫”，军援不会停止。
12日，40个向联黎部队派遣

维和人员的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强烈谴责”近期针对联合国维和
人员的袭击。波兰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这份联合
声明敦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

“必须立即停止”，同时应对袭击
进行“充分调查”。

50国万余名官兵

联黎部队是根据联合国安理
会1978年通过的第425号决议建立
的。1978年，以色列首次入侵黎巴
嫩，安理会随后通过第425号决议，
设立联黎部队，以监督以色列撤
军，恢复地区和平与安全。此后，应
黎巴嫩政府要求以及黎南部地区
局势的需要，联黎部队的驻扎期限
一再延长。

2006年7月12日，黎真主党与
以色列爆发大规模交火，安理会同
年8月通过1701号决议，要求黎以
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在利塔尼河至
黎以临时边界“蓝线”之间除黎政
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外，不得存
在任何其他武装。

“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与
以色列所占领的戈兰高地之间划
设的一条临时界线，沿黎巴嫩南部
边界和以色列北部边界延伸120公
里，利塔尼河距离“蓝线”约30公
里。1701号决议还扩大对联黎部队
的任务授权，增加兵力配备，以维
护黎南部地区的安全。据联合国官
网介绍，截至今年9月，联黎部队维
和人员由来自50个国家的10058名
军人及文职人员组成。

1701号决议同时要求黎以双
方全面尊重“蓝线”。未经联合国许
可，任何从地面或空中越过“蓝线”
的行为都违反决议。决议还授权维
和部队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必要
行动，确保其行动区、即利塔尼河
与“蓝线”之间不被用于进行任何
类别的敌对行动。

自2006年黎以战争以来，“蓝

线”成为1701号决议的重要组成部
分，联黎部队是该区域的监管者。
今年8月28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749号决议，将联黎部队的任期延
长至2025年8月31日。决议呼吁所有
相关方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包
括恢复黎以边境“蓝线”两侧的平
静、克制和稳定，并要求所有相关
方全面履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决心坚守岗位

联黎部队的基本任务包括监
督停火协议、协助地方当局恢复
公共秩序，以及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其最初目标是在以色列与黎
巴嫩之间建立缓冲区，以防止武
装冲突的加剧。但随着时间推移，
尤其在2006年以色列与黎真主党
发生大规模冲突后，联黎部队面
临的局势和任务更加复杂多样。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规
定，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可行
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在特定情况
下适度使用武力，以保护平民和
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联合国维
和行动需要遵循三项基本原则：即
各方同意、公正、除非出于自卫和
捍卫职责不得使用武力。因此，即
使面对地区武装力量的恶意袭击，
维和部队也必须保持克制，尽最大
可能维护和平，非迫不得已的情况
下，绝不介入局势当中。

联黎部队发言人泰嫩蒂10日
说，尽管以色列最近几天发动袭
击，并且对联黎部队发出撤离令，
但联合国维和人员决心继续留在
黎巴嫩南部的岗位上，“我们将继
续留下来，直到局势变得让我们
无法开展行动”。

目前，中国第22批赴黎维和
部队正在当地值守，他们有三支
分队，即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
兵分队和医疗分队。11日，中方维
和部队指挥长杜嘉代表全体410
名赴黎维和官兵通过视频向祖国
报平安。杜嘉说，目前所有人都坚
守岗位，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尽最
大努力维护当地和平与稳定。此
外，中国赴黎维和部队还通过调整
营区防卫结构、减少室外活动、穿
戴防护装备、常态组织训练提高自
救互救能力等措施，最大程度确保
维和人员生命安全。

近期，以色
列军队多次袭
击驻扎在黎巴
嫩南部的联合
国驻黎临时部
队（联黎部队）
营地，造成数名
维和人员受伤
以及建筑物损
毁，遭到国际社
会强烈谴责。联
黎部队是如何
在黎巴嫩部署
的？遭到攻击的
联黎部队能进
行武力反击吗？

联合国维和人员于2023年在黎巴嫩南部的奥代塞镇巡逻“蓝线”。

2024年7月，黎巴嫩胡拉村附近的联黎部队后勤车队。图片来自联合国网站

这是8月28日在黎巴嫩迈尔杰云拍摄的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车辆。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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