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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约 1万人 16日在冲
绳县首府那霸市集会，要求日
本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彻底放
弃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县内
搬迁”方案，将这处基地彻底迁
离冲绳县。

日美两国 1996 年商定，把
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换个新
址，从宜野湾市搬迁到名护市
边野古，即所谓县内搬迁方
案。冲绳县民众反对这处美军
基地继续留在本县，冲绳县政
府因而多次状告日本中央政
府。

冲绳县民众抱怨，本县面
积仅占日本国土的 0.6%，却承
担超过 70%的驻日美军基地，
多年饱受驻日美军犯罪、坠机
及高空坠物、噪音等问题困扰。

在被视为反美军基地运动
接班人的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
推动下，冲绳县 2 月 24 日围绕

县内搬迁方案举行全县公投，
大约 72%的冲绳县选民投票反
对县内搬迁。公投虽然不具备
法律约束力，但“再次清晰传递
冲绳县民众的心声”，对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内阁构成压力。

日本媒体本月10日发布的
民意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所获
支持率为43.3%，比上月初下降
2.3 个百分点。一些分析人士
认为，安倍支持率下跌缘于冲
绳。

日本共同社报道，去年 12
月起，日本中央政府不顾冲绳
民众反对，启动基地搬迁所需
的填海造陆工程，向边野古海
域投入沙土。冲绳公投结果发
布后，日本中央政府没有叫停
施工，边野古地区海床加固和
填海造陆作业仍继续。

在日本《朝日新闻》2 月底
一项民调中，80%的调查对象认

为安倍内阁应该尊重冲绳公投
结果。

活动组织者介绍，冲绳县
大约 1万人 16日在一家公园集
会，现场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
美两国政府同意将普天间基地
彻底迁出冲绳县。决议说，日
本中央政府“不顾民意强行推
进（边野古地区）施工，令人完
全无法容忍，真是可耻”。

在 日 本 首 都 东 京 ，超 过
1000人在安倍首相府门前举行
集会，就普天间基地县内搬迁
方案表达抗议。一家民间团体
的领袖许山甚四郎（音译）在集
会现场说：“这不仅是冲绳的
事，也是日本全国民众的事。”

日本中央政府先前多次强
调，要想确保日美同盟不受损
害，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搬
迁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据新华国际

冲绳万人集会 要求美基地“快搬走”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16日宣布成功导出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失事客机其中一只

“黑匣子”存储的数据，已经移
交埃塞方面调查人员。

同一天，埃塞官员说将加
快辨认遇难乘客的身份。

高速爬升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声明，已经成功导出驾驶舱语
音记录器内数据，17 日将继续
解析另一只“黑匣子”、即飞行
数据记录器内数据。

这一机构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传图片，显示驾驶舱语音
记录器外表有磕碰痕迹，但总
体完好。

声明说，这一机构没有听
取语音记录器的录音。

一名听过录音的埃塞方面
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失事客
机飞行员起飞后不久向地面控
制中心报告“控制问题”，希望

获得许可、以快速爬升至海拔
4200 米以上、即机场上空大约
2000米。

这名消息人士说，客机随
后以“不同寻常的高速”飞行，
爬升不久后飞行员紧急要求返
航；客机最终从雷达屏幕中消
失。

由于空难调查没有结束，
这名消息人士要求不公开姓
名，但说客机的控制问题是促
使飞行员操纵飞机爬升的原
因。

埃 塞 航 空 一 架 波 音 737
MAX 8 型客机 10 日原定从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
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起飞大
约 6分钟后失事，149名乘客和
8 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
人员 11日找到两只“黑匣子”，
随后送往法国。

全力善后
埃塞交通部长达格玛维

特·莫格斯16日告诉媒体记者，
正在等待调查结果，将“尽全
力”查明客机失事原因；只是，
这类调查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
间，用以作出具体结论。

她说，埃塞方面已经着手
借助脱氧核糖核酸(DNA)遗传
信息确认遇难者身份，预期将
持续6个月，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等机构将提供帮助。

一场遇难者集体悼念活动
预定 17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
行。

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
丹尼尔·埃尔韦尔先前说，现有
信息显示，埃塞失事客机与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失事客机的
飞行轨迹“差不多”，将依据“黑
匣子”的分析结果判断两起空
难是否有关联。

一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
者，波音公司打算一周至 10天
内发布升级后的软件。

据新华社

埃塞航空客机“黑匣子”数据成功导出

一些国家着手调查新西兰枪
击案主要嫌疑人布伦顿·塔兰特
的出入境记录和逗留期间活动。
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政
府分别证实，嫌疑人 2016 年至
2018年到过这些国家。

游历多国
克罗地亚政府 16 日发表简

短声明，说塔兰特2016年12月至
2017年1月逗留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24小时”新闻网站
报道，逗留克罗地亚期间，塔兰特
去过波雷奇市、扎达尔市、希贝尼
克市和杜布罗夫尼克市，大部分
时间待在宾馆，2017 年 1月 18日
从首都萨格勒布搭乘飞机离境。

保加利亚总检察长索蒂尔·
察察罗夫 15日确认，去年 11月 9
日至 15 日，塔兰特租用一辆轿
车，游历保加利亚多座城市，参观
历史遗迹。

保加利亚内务部说，执法人
员着手调查塔兰特是否与当地居
民有过接触等细节；保加利亚方
面同时协同其他国家反恐部门调
查塔兰特。

匈牙利反恐中心告诉美联社
记者，嫌疑人到过这一欧洲中部
国家；这一机构正与其他国家的
相应机构合作，“全面调查他旅行
和逗留情况”。

塔兰特现年 28岁，来自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格拉夫顿市。
过去 4 年，他极少待在澳大利

亚。澳大利亚警方走访嫌疑人的
家乡，向他的亲属了解情况。

位于克赖斯特彻奇市中心的
马斯吉德·努尔清真寺和位于郊
区林伍德的另一座清真寺 15 日
下午相继遭遇枪手袭击。截至17
日，死亡人数增至 50 人，30 多人
在医院接受救治。塔兰特牵涉其
中至少一起袭击，16日出庭，受到
一项谋杀罪名指控。

案底“清白”
除新西兰方面，多个塔兰特

去过的国家暂时没有发现他逗留
期间犯罪或接受过调查。

克罗地亚总理安德烈·普连
科维奇 16 日说，枪击案发生前，
克方没有把塔兰特列为调查对
象。

保加利亚内务部首席秘书伊
万诺夫·伊万诺夫说，保方现阶段
不掌握塔兰特逗留期间关联恐怖
主义的证据。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早些时候说，塔兰特和另外两名
嫌疑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没
有犯罪前科或受到过警方监视。

新西兰警方15日逮捕4名嫌
疑人。警方高级官员迈克·布什
17日说，警方认定塔兰特以外的
3名嫌疑人与枪击事件无关，已经
释放一名女性嫌疑人；另外两名
嫌疑人因为车内有枪而在案发地
附近遭逮捕，仍然在押，面临无关
枪击事件的罪名指控。据新华社

多国调查新西兰枪击案嫌疑人

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
恶性枪击事件推高从严控枪的
呼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16 日
承诺，将修改现行枪支管理法
律，禁止买卖半自动步枪。

管理太松散
阿德恩 16日证实，枪击案主

要嫌疑人布伦顿·塔兰特使用 5
件武器行凶，包括两支半自动武
器、两支霰弹枪和一把手枪。

她说，一些武器似乎经过改
装，杀伤力更大，“这是我们将来
修 改 法 律 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之
一”。

路透社报道，嫌疑人使用的
半自动步枪在新西兰可以合法
买卖，但需要注册；同样的枪支
在邻国澳大利亚在禁止之列。

阿德恩说，塔兰特有“A 类”
持枪证，所用武器都经由合法渠
道购得。英国《卫报》报道，“A
类”是新西兰等级最低的持枪
证，但凭这张“入门证”，持证人
就能买到包括半自动步枪在内
的 2000多种武器，管理宽松程度
可见一斑。

设限有阻碍
新西兰是否会借鉴澳大利

亚经验，借这次契机通过全面控
枪法案，是一个疑问。

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塔斯
马尼亚州阿瑟港 1996 年发生造
成35人死亡的恶性枪击案，执政
党与在野党迅速达成一致，一举
通过全面控枪法案。随后，澳大
利亚再没有发生群体伤亡枪击
案。

另外，澳大利亚 2017年启动
枪支大赦行动，鼓励公众交出非
法持有的枪支，以免枪支落入恐
怖分子手中。持枪人在特赦期
内交出枪械，不会成为起诉或调
查对象；特赦期结束后，如果非
法拥有枪支，持枪者面临监禁或
罚款。

这项行动收效显著，三个月
内收回 5 万多件枪械，占澳大利
亚非法枪支总数的五分之一。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16日说，
政府定于18日召开内阁会议，讨
论修改枪支管理法律。她没披
露更多内容。 据新华社

枪击案后

新西兰承诺从严控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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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在冲绳县首府那霸市，民众集会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彻底放弃驻日美军
普天间基地“县内搬迁”方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