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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联合国大
会 12日以 153个国家支持、10个国家反
对、23个国家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
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当天说，以色列因

“无差别轰炸”加沙地带“正失去”国际社
会支持。

同时，关于本轮冲突结束后加沙地
带治理问题，美以的分歧正在凸显。

12 日通过的决议对加沙地带灾难
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和巴勒斯坦平民的苦
难表示严重关切，强调必须依照国际人
道主义法保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
要求在加沙地带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
火，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并
确保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

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丹尼斯·弗
朗西斯指出，世界正目睹“平民遭屠杀、
人道主义系统崩溃以及国际法和国际人
道主义法被极度不尊重”。巴勒斯坦常
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说，联大
发出“强有力信息”，“今天具有历史意
义”。

参加此次表决的 180 多个国家中，
仅10个国家投反对票，其中包括美国和
以色列。表决前，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
新西兰发表联合声明，说加沙地带平民
的“安全空间日益减少令人担忧”，“所有

巴勒斯坦平民连续不断的苦难”不能成
为打击哈马斯的代价。澳加新三国在表
决中都投了赞成票。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 8 日一票否决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份旨在推动实现
巴以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多个
阿拉伯国家随后敦促联合国大会于 12
日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表决提出同样诉
求的草案。虽然联大决议不像安理会
决议那样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普遍意愿，具有道
义力量。

眼下，美国因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地
带展开军事行动而日益被国际社会孤
立。按照美联社说法，作为以色列的亲
密盟友与最大军火供应国，美国如今似
乎成为唯一能劝说以色列接受停火的
国家。

拜登 12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
一场活动时说，以色列因“无差别轰炸加
沙地带”“正失去”国际社会支持。

此外，以色列政府不愿接受“两国方
案”，并且在加沙地带的治理等问题上与
美方存在分歧。

“两国方案”是指建立以 1967 年边
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
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案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多家媒体报道，美方希望由巴勒斯
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恢复对加沙地带的控
制，遭以方反对。

美国还提醒以色列不要重蹈美国覆
辙。据法新社援引拜登的话报道，他曾
告诉内塔尼亚胡，美国在 2001年 9月 11

日遭遇恐怖袭击后犯下“错误”。“9·11”
恐袭后，美国及其盟友发动阿富汗战争、
推翻塔利班政权，并以反恐为由长期驻
留。在近20年的战争中，大量阿富汗人
和数千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为这场战
争耗费巨资，最终黯然撤军。

（王逸君）

联大通过加沙停火决议
拜登说以色列“正失去”国际支持

12月12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丹尼斯·弗朗西
斯在紧急特别会议上讲话。 新华社发（联合国供图/洛伊·费利佩摄）

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13日
电（记者吕迎旭 张天朗）新一轮
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两个多月。由
于巴勒斯坦务工人员无法进入以
色列境内，大批外籍劳工撤离，以
色列正在面临空前的“用工荒”。

为尽快补足劳动力缺口，以
色列政府考虑恢复约旦河西岸巴
勒斯坦人返岗，但此计划在政府
内部引发激烈争议，右翼势力称

“劳动许可无法换来和平”。
本轮冲突10月7日爆发前，以

色列境内约有超过10万巴勒斯坦
人在农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务工，
还有超过 3 万泰国人从事农业生
产。冲突爆发后，以色列政府禁止
约旦河西岸的数万名巴勒斯坦人入
境务工，取消了1.8万加沙地带巴勒
斯坦人工作许可，大批泰国劳工相

继撤离，以色列本国还有30多万人
被紧急征召为预备役人员。

劳动力缺口导致的“用工荒”
出现后，以色列政府业采取多项
应对措施，如鼓励志愿者务农，加
速从其他国家引进劳工。据多家
媒体报道，以色列政府近期与肯
尼亚、斯里兰卡、马拉维等国政府
签订协议，计划引入逾万名劳工
从事农业生产。

然而，要填补巨大的劳动力
缺口，上述举措只是杯水车薪。
以色列政府日前启动一项计划，
拟恢复约旦河西岸数万名巴勒斯
坦人的入境务工许可。以色列总
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
约亚夫·加兰特以及国家安全总
局（辛贝特）均支持该计划。加兰
特说，要区别对待“恐怖分子”和

99%的巴勒斯坦普通人。
然而，该计划却招致以色列

政府内部极右翼势力的激烈反
对。以色列极右翼人士、国家安
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表
示，将会说服其他内阁成员反对
这项“危及以色列人生命的计
划”。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
赫也称，“劳动许可无法换来和
平，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返岗
会带来安全隐患”。

这一计划 10日在以色列社会
经济内阁投票遇阻，15 名成员中
12人投反对票。以色列安全内阁
原本当天也要对此投票，但因担
心该计划无法通过，遂取消投
票。尚不清楚内塔尼亚胡会否继
续推进该计划。短期来看，以色
列的“用工荒”难以得到缓解。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以
色列国防军 12 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自以色列 10 月下旬在巴勒斯

坦加沙地带发
动地面行动以
来，已有 105 名
以色列军人阵
亡，其中20人死
于己方误判和
意外。

以 色 列 国
防军说，105 名
阵亡军人中，13
人死于己方误
判，其中 5 人因
被错误标记而
死于以军空袭、

4 人死于坦克炮击、4 人死于步兵
火力；7 人死于意外，包括被军车
撞死、死于流弹。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报道，以
军认为多方面因素导致上述误判
和意外，例如大量军人投入地面
战事，沟通出现问题，军人疲劳作
战和违规操作等。以军称，军方
在不断评估加沙地带战事，包括
己方误判和意外。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与以色列 10 月 7 日爆发
新一轮冲突以来，以色列有超过
430 名军人死亡，1600 多名军人
受伤，其中 582 人在地面行动中
受伤。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
月 11 日发布的声明，以军在加
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1.82 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5万
人受伤。 （陈立希）

加沙地带战火持续 以色列难解“用工荒”

以军地面进攻加沙以来

约两成阵亡军人死于己方误判和意外

这张以色列国防军12月10日发布的照片显示，以军
地面部队在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新华社发

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13日电（记者王卓伦 吕迎
旭）以色列国防军 12 日发表声明说，根据局势发展和
防御需要，以海军舰艇加强在红海水域巡弋，一艘“萨
尔”6型护卫舰已经停靠红海港口埃拉特。这是该型护
卫舰首次停靠红海港口。

新一轮巴以冲突10月7日爆发以来，也门什叶派胡塞武
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多次袭击红海水域关联以色列的目标。

胡塞武装发言人 12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 11日对
一艘油轮发动导弹袭击，该油轮悬挂挪威国旗、装载

“运往以色列的石油”。胡塞武装在此前两天里已设法
阻止“数艘关联以色列的船只”通过红海，对无视警告
的船只，该组织将“毫不犹豫”予以攻击。

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宣称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导
弹和无人机跨境袭击。

胡塞武装 11 月 19 日在曼德海峡附近扣留一艘货
船，声称货船属于以色列。以方则否认此船为以色列
船只，且船上没有以色列公民。本月 3日，胡塞武装再
次袭击经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并指认受袭商船均关联
以色列，但这一说法同样遭到以方否认。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该地区重要航道。
胡塞武装声称将继续阻止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在红海和
亚丁湾水域航行，直到以色列停止入侵加沙地带。“如果
加沙地带得不到所需的食品和药品，红海上所有驶向以
色列港口的船只，无论其国籍如何，都将成为我们打击
的目标。”

以军为应对胡塞武装威胁而安排停靠红海港口的
“萨尔”6型护卫舰，是以海军现役主力军舰。该型护卫
舰长90米，排水量2000吨，最大航速24节，航程2500海
里。以海军将这款护卫舰视为“防御之墙”核心，以及
保护以色列水域和海上利益的“关键支柱”。

除出动军舰加强在红海水域巡弋，以军已数次使
用“箭”式反导系统拦截胡塞武装从红海地区方向射向
以色列境内的导弹。根据以军此前发表的声明，本轮
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使用了分别应对短程、中程和
远程导弹威胁的“铁穹”“大卫弹弓”和“箭”式防空系
统，为以色列“首次同时启动所有防空系统”，防御范围
从北部以黎边境多夫山区至南部红海水域。

以色列《国土报》12日援引以色列海法大学海事与
战略事务学者沙乌勒·霍雷夫的话说，胡塞武装军事装
备先进，对以色列在红海的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因此
构成较大安全威胁。以色列必须制定应对方案。

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威胁

以军舰艇加强红海巡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