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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 13
日举行首场公开听证会， 为针对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取证”。

证人之一、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
代办威廉·泰勒说，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他， 与乌克兰事务相比， 特朗普

“更在意”针对前副总统、2020 年民
主党籍总统竞选人乔·拜登的调查。

按泰勒的说法，他的一名工作
人员曾听到特朗普与美国驻欧洲
联盟大使戈登·桑德兰的通话内
容。 这名工作人员在两人通完话后
询问桑德兰有关特朗普对乌克兰
的看法，对方告知“特朗普总统更
在意针对拜登的调查”。

泰勒说，美国政府经由“非常
规政策渠道” 推动乌克兰调查拜登

父子，这一渠道由纽约前市长、特朗
普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主导。

被问及朱利安尼在推进何种
“利益”时，分管欧洲和亚欧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帮办肯特回答：“我认
为，他着眼于挖下一个选举周期内
潜在竞争对手的政治黑料。 ”

一名情报官员 8 月检举特朗普
前一个月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通话内容不妥。 那次通话触
发众议院 9 月 24 日启动弹劾调查，
重点是特朗普是否下令冻结对乌克
兰将近 4 亿美元军事援助，以迫使泽
连斯基调查拜登及其儿子亨特。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的确与
他（桑德兰）短暂交流”，但“绝没有
说过（与乌克兰作）交换的条件”。

弹劾特朗普首场公开听证会上，证人爆出新料：

特朗普更在意针对拜登的调查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
德）14 日达成停火约定，结束两天密集交火。

以色列 12 日空袭致死一名杰哈德指
挥官， 触发这一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数
百枚火箭弹。 以色列以多轮空袭还击。

杰哈德发言人穆萨卜·布莱姆 14 日
说，在埃及斡旋下，以色列同意杰哈德提出
的停火条件，停火当天 5 时 30 分生效。

联合国官员与杰哈德代表 13 日在埃
及方面协调下接触。 杰哈德方面 13 日深夜
提出结束交火的 3 项条件： 以色列停止定
点清除； 停止射杀巴以边境的巴勒斯坦示
威者；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美联社报道， 以色列通常不公开承认
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达成协议。 以色列官
员 14 日说，以方与杰哈德达成“不成文约
定”，即只要对方停火，以方就不采取行动。

路透社报道，以方把停火视为“有限交
换”； 外交部长以色列·卡茨告诉以色列军
队电台，以方将“以平静回应平静”。

以方指认杰哈德指挥官巴哈·阿布·阿
塔关联以色列南部近期数起火箭弹袭击并
策划新袭击，12 日发动空袭、炸死阿塔。 作
为报复， 杰哈德过去两天向以方发射大约
450 枚火箭弹，促使以色列多地拉响空袭警
报。 以色列同时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
多名加沙卫生官员 14 日确认， 至少 34 名
巴勒斯坦人在两天交火中丧生， 其中半数
是平民，包括 8 名儿童和 3 名妇女。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尼古拉·姆拉德
诺夫说加沙局势依然脆弱， 呼吁各方保持
最大程度克制，尽力避免流血冲突。

包雪琳（新华社今晨特稿）

朝鲜外务省巡回大使金明吉 14
日说，美国方面提议朝美 12 月再次磋
商，而朝方质疑美方动机“不纯”。

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金明吉说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
近日经由第三方向朝方传递信息，提
议朝美 12 月再次磋商。

朝美 10 月 5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
尔摩恢复中断已久的工作磋商， 为期一
天。 只是，美方表现令朝方“大失所望”。

金明吉是朝美工作磋商朝方首席代
表。 他 14 日说，作为磋商伙伴，比根就
朝美对话如果有建议或想法， 不直接联
系他， 却经由第三方传递信息，“实在令

人费解”，“让朝方产生越来越多怀疑”。
金明吉说：“只要能协商解决问

题， 朝鲜愿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与美
方坐在一起。 ”

然而， 美方如果像 10 月磋商那
样，“为了过年底期限这一关， 依然抱
着麻痹朝方的不纯目的”，朝方对这类
磋商不感兴趣。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4 月发表
施政演说时要求美方在今年年底以前
拿出符合双方利益的新方案， 被认为
对朝美谈判设定时间表。 朝鲜亚太和
平委员会委员长金英哲 10 月 27 日再
次提及这一时限。

金明吉说， 朝方已经向美方明确
提出要求和优先事项，“现在球在美方
一侧”。

“如果美方没有就取消侵害朝鲜
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对朝敌视政策提出
根本解决方案， 而认为用次要事项就
能引诱朝方参加磋商， 如随局势变化
可能变为废纸的终战宣言或设立联络
办事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

金明吉“依直觉”推断，美方仍然
没有准备作出令朝方满意的答复，再
次磋商提议“不过是要演出‘朝美会
晤’、争取时间的诡计”。

惠晓霜(新华社今晨特稿 )

据新华社今晨电 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
圣克拉丽塔市一所高中
14 日早晨发生枪击案，已
造成 2 名学生死亡、3 名
学生受伤。 枪手试图开枪
自杀，目前生命垂危。

根据美国警方发布
的消息，这起枪击案发生
在圣克拉丽塔市的索格
斯高中，发生时间是当天
早晨 7 时 38 分， 警察在
枪击案发生后 2 分钟内
赶到现场。警方通过目击
证人提供的情况以及监
控录像发现，枪手是一名

在现场受伤的 16 岁亚裔
学生。 监控录像显示，在
校园里，这名男学生从背
包中拿出一支手枪，对身
边的同学连开数枪，然后
对自己头部开了一枪。

警方证实， 一名 16
岁女学生和一名 14 岁男
学生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
亡， 其余 3 名伤者中有一
人伤势严重。 试图开枪自
杀的枪手目前生命垂危。

警方表示，已对正在
医院治疗的枪手实施逮
捕，目前正在调查他的作
案动机。

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微增长， 避免
技术性衰退。

德国联邦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显示
7 月至 9 月经济增长 0.1%，而经济界先前
预期是停滞或收缩 0.1%。

联邦统计局同时下调第二季度经济数
据，从收缩 0.1%扩大至 0.2%。

经济连续两个季度收缩被称为技术性
衰退。 德国经济上一次技术性衰退出现在
2012 年年底。

德国裕信银行首席经济师安德烈亚
斯·雷斯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
消费和政府投资增加。

不过，德卡银行分析师安德烈亚斯·朔
伊尔勒认为不能完全乐观。 他说，德国经济
受全球政局巨大不确定性影响， 且支柱行
业汽车制造发展不再一帆风顺。

德国汽车企业因尾气排放检测作假受
到更严格监管， 同时面临从传统动力汽车
向电动车转型的压力。

路透社报道， 数十年来支撑德国经济
的制造业出口面临困难， 主要因素是海外
需求减少、 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触发关税
纠纷和英国脱离欧洲联盟风波构成经贸不
确定性。 惠晓霜(新华社今晨特稿 )

德国一家拍卖行定于 20 日拍
卖一批纳粹德国时代的物品， 包括
阿道夫·希特勒等纳粹头目的私人
物品，触发犹太人组织抗议。

将近 150 件纳粹物品待拍，包
括希特勒的帽子、他的情妇埃娃的衣
物、希特勒所写《我的奋斗》以及其他
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
尔等人的私人物品。它们多数由美军
在纳粹德国覆亡前夕缴获。

法新社 14 日报道， 欧洲犹太

人协会主席梅纳赫姆·马戈林给拍
卖行写信，要求取消拍卖，指认这些
纳粹物品“鲜有内在历史价值，反而
会被美化纳粹的人买走，用以为祸及
欧洲的最邪恶行径正名”，因而“这类
物品的交易完全不应该发生”。

马戈林说， 这场拍卖“不违
法”，但“不对”。

拍卖方回应， 多数竞拍者只对
拍卖品的历史价值感兴趣。

惠晓霜（新华社今晨特稿）

不直接谈却由第三方传递信息

美提年底磋商
朝疑动机“不纯”

美国加州一高中
发生枪击案致 死 伤

得益于消费和投资增加

德国险避经济衰退

希特勒私人物品拍卖触发抗议

以色列与杰哈德
达成停火约定

22 44母亲与女儿相拥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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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广州拟立法促文明。 日前，市
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州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草案）》，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
意见。《草案》提出，将对在禁烟场所吸
烟、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公共场所乱扔垃
圾、 遛狗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 8 类不文
明行为进行重点治理。

这是一部全面提升我们这座城市文
明水平的地方性法规， 它不仅对市民个
人的行为有所约束， 更对公共部门包括
行政执法、 服务业等提出基本的行为规
范。如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应着装规范、仪
容整洁、语言文明等。要求燃气、自来水、
供电、医疗、公共交通等服务单位实行挂
牌上岗、亮牌服务等。

以地方立法促文明， 这是维护公共
道德和公共秩序的必要手段， 也是城市
化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乡村熟人社会，
村规民约维护着公共秩序、 约束着个人
行为，它虽不具法律效应，但由于是“公

约”———即大家共同约定，人们都会自觉
遵守。 在城市陌生人社会， 民间公约的
影响与约束力有限， 要规范公众在公共
空间的道德行为， 就需地方法规来肩负
起重任。

或有人说，公民的道德行为，多属于
个人私域范畴，以法来规范制约，是否有
越界之嫌？ 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区。 在
公共场所，个人行为的文明与否，不仅关
乎个体自身，更影响和关涉公众。诸如吸
烟、 听音乐等行为， 虽都算是个人的享
乐，但如果不控制音量，或在公共禁烟区
吸烟，就会滋扰到他人，甚至可能由此引
发争执，妨碍公共秩序。至于像驾车不礼
让行人等，则直接危及公共安全，更需严
格规范。

因此，以地方立法规范个人行为，既
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亦是法治社会的应
有之义。如新加坡、日本等国际公认的城
市文明较高的国家， 对于个体行为的规

范都有着极为详尽的规条， 有些条文要
求之严甚至超出国人的认知。

既是关涉公民个人行为文明的法
规，其约束力如何，能发挥多大作用，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最大程度为人
们所认知所认同。 这除了立法时广泛征
求公众意见外，法规一旦颁行，亦需大
力宣教，要深入家庭深入民心，让抵制
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大众的共识。 尤其
应重视从孩子抓起，懂得守规则、做文
明人当是孩子人生起步的第一课 。 为
此，可将文明规约编制成通俗易懂的幼
儿园教材。

总之，立法促文明，关键看行动，看
法规能否真正落地。 要做到这一点，法规
条文就须有刚性约束力， 要有具体的处
罚细则，包括由哪些部门实施等，都应明
确。 徒法不足以自行，缺乏有力的执行，
再好的法规条文都将沦为一纸空文。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阅尽

知无不言 立法促文明，宣教惩诫都不可少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印发 《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 坠物案件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为有效预防和依法
惩治高空抛物 、坠物行为 ，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 “头顶上的安全 ”，提出 16 条具体措
施。 《意见》强调，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 ，
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特定
情形要从重处罚。

“故意高空抛物最高将按故意杀人
罪论处 ”，媒体提炼出的标题 ，不仅醒目
有力 ， 更大快人心 ， 可以一浇心中之块
垒。 生活在城市中，恐怕不少人都看见过
高空抛物，且有少数人深受其害。 高空抛
物，危害有多大？ 据测算，一只 30 克的鸡
蛋从 25 楼抛下 ， 冲击力足以致人死亡 。
如果说这是测试 ， 那么现实中无数带血
的案例，足证高空抛物危害惊人。

最高法印发 《意见 》，提出依法严惩
高空抛物 ，绝非背弃法治精神 ，恰是对法
治精神的践行。 一来，区分了高空抛物和
高空坠物 ；二来 ，针对故意高空抛物的 ，
提出了“根据具体情形 ”；三来 ，也未回避
物业服务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
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法定或者约定的义

务，造成建筑物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
坠落致使他人损害的 ， 也要追究其侵权
责任。

纵观 《意见 》中的 16 条措施 ，每一条
都有针对性 ，比如 ，要求人民法院对高空
抛物 、坠物案件 ，要坚持有案必立 、有诉
必理，为受害人线上线下立案提供方便 。
整体看，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是通
过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惩罚 、 规范和预
防功能，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
件，来维护民众“头顶上的安全 ”，保障民
众安居乐业。

依法严惩故意高空抛物者 ，比如 ，故
意从高空抛弃物品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
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 ， 依照刑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 ， 在实践中势必产生巨
大的震慑效果。此前，醉驾入刑，最高法、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 《关于依法惩治
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
为的指导意见 》就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效
果显著。 同样可期待的是，一旦在司法审
判中依法严惩故意高空抛物行为 ， 将极
大触动效尤者。

加强刑法的惩戒功能不是目的 ，只
是遏制高空抛物的法治手段 。 要杜绝高
空抛物，实现民众“头顶上的安全 ”，归根
到底需要防范 。 对此 ，《意见 》 也有所涉
及 ，比如 ，《意见 》提出 ，要积极推动预防
和惩治高空抛物 、坠物行为的综合治理 、

协同治理工作，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这就牵扯到高空抛物的三种类型 ：

一种是当事人无知 ， 比如有的孩子根本
不知道高空抛物的危害 ， 由于家长监护
不到位 ，孩子养成了乱抛物的坏习惯 ；一
种是当事人无所谓 ， 尽管他们知道抛物
不妥，但不认为会带来恶果 ；还有一种是
当事人无法无天 ， 明知道危害大却无所
顾忌 ， 比如北京市房山法院曾判决一起
高空抛物的刑事案件———张某为发泄情
绪，从家中阳台等处 ，多次朝楼下投掷花
盆 、玻璃罐 、灭火器 ，造成严重后果而获
刑 。 针对不同情况 ， 应有不同的处理方
式 ，对症下药 ，实行精准规束 ，才能取得
好的疗效。

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小区 ， 如果不管
控住高空抛物 ，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
随着高楼越来越多 ，遏制高空抛物 ，势在
必行。 为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不高空
抛物，也要监督邻居不高空抛物 。 同时 ，
物业服务企业不能袖手旁观 ， 有义务履
行该尽的责任。

高空抛物是法律问题 ， 也是社会问
题。 在文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涵
养法治精神和边界意识 ， 不该做的事不
能做，对可能造成伤害的事坚决不做 ，这
是修为的体现，也是守法的体现。 当人人
在法律规戒中有敬畏 ， 我们的社会也将
更有安全感。

（作者是北京著名时事评论员）

发挥刑罚功能，捍卫“头顶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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