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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资讯

长期以来，美国在全球实施了
大规模、无差别监听监控，从一战
后的“黑箱计划”、二战后的“三叶
草行动”到冷战时期的“梯队系
统”，再到 2013年曝光的“棱镜”秘
密监听项目，美国的监控范围异常
广泛，受害者众多。俄罗斯智库瓦
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
莫费·博尔达切夫评论，美国认为
有必要偷窥周围所有裂缝，必须在
每个角度安放窃听器。

近年来，关于美国监听他国的
丑闻时有曝光，很多“盟友”成了华
盛顿“重点关照”的对象。德国《明
镜》周刊曾爆料，美国在柏林、巴黎、
日内瓦等欧洲城市都设有监听站。

“维基揭秘”网站也曾披露，德国前
总理默克尔及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萨科齐、奥朗德等欧洲政要在任期
间都被美方监听。去年流传在社交
媒体上的美军秘密文件显示，美国
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韩
国、以色列、乌克兰等盟友或伙伴国
家的领导人都在开展窃听行动。

如今，美国的对外监听行为已
走向“制度化”。美政府借“反恐”
之名不断扩大安全机关权限，以方
便其对他国进行监听。其中，美国

《涉外情报监视法》“702 条款”允
许美情报机构在未经法院许可的
情况下对“外国目标”实施监听，搜
集其电话、短信及互联网通信内
容。今年 4月，“702条款”在美国
国会获批延续。在未来的两年里，
美国情报机构不但保住了手中的
权力，获得了更高的预算，还扩大

了监控范围。分析人士指出，美国
对他国监听监控打的是“维护国家
安全”的旗号，实际却是窃取他国
机密、干预他国内政，为维护自身
霸权肆意妄为，严重破坏国际规
则和秩序。芬兰《赫尔辛基时报》
网站的评论文章说，美国网络间
谍活动及多年来对盟国领导人的
监听揭示了一个黑客国家的行事
方式，美国是全球网络安全的最
严重威胁。

阿泽维多指出，当今世界已
呈现多极化趋势，认为美国依然是
单极世界霸主的认知是错误的。
然而，美国仍在监视着其所谓“拉
美后院”乃至整个世界。“当一个衰
颓的帝国自以为是帝国时，它就会
做出这样的事情”。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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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遇袭案调查人员：
枪手当天曾用无人机
探察集会现场

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
长克里斯托弗·雷 24日披露，行刺共
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男子曾在线搜索前总统约翰·
F·肯尼迪1963年遇刺相关细节，但其
作案动机依然不明。

雷 24日接受国会众议院司法委
员会质询时说，打伤特朗普的可能是
一发子弹或某种弹片。调查发现，克
鲁克斯对多名美国政治人物“显现兴
趣”，手机中还有民主党籍现总统约
瑟夫·拜登等人照片，直至本月初，克
鲁克斯才锁定特朗普为行刺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调查人员分析一
台据信是克鲁克斯的手提电脑后发
现，他本月6日用谷歌浏览器搜索，刺
杀肯尼迪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当
时距其有多远。雷认为，这一搜索记
录明显反映出克鲁克斯的想法。同
在 6日，克鲁克斯报名参与巴特勒市
竞选集会，此后多次前往现场勘查。
13日行刺前约两小时，克鲁克斯从距
演讲台约180米处用无人机从空中观
察现场情况约11分钟。

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前对案件的
主攻调查方向是本土恐怖主义。雷
说，调查人员迄今尚未查明克鲁克斯
的作案动机，也不清楚他为何把特朗
普设为行刺目标。据法新社报道，目
前没有证据显示克鲁克斯有作案同
伙或同谋。

美国安全部门和媒体先前多次
警告，政治暴力威胁近年呈上升势
头，美国似乎正面临 20世纪 70年代
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暴力潮。

雷在听证会上说，特朗普遇刺是
美国政治环境威胁提升的又一例
证。他呼吁美国民众借此清醒意识
到政治暴力的失控程度。

3名潜逃缅北多年
涉毒逃犯被押解回国
涉案毒品数量达2000余公斤

据新华社电 记者25日从公安部
获悉，近日，公安部与缅甸政府执法
部门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在中国
驻缅大使馆的协助下，成功抓获张安
龙、马文祥、杨金梅等3名潜逃缅北地区
多年的公开悬赏通缉重大涉毒逃犯。7
月24日晚，缅方移交的3名重大涉毒逃
犯被我公安机关成功押解回国。

此次行动是中缅两国在禁毒领
域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重
大战果。经查，张安龙、马文祥、杨金
梅均为跨国贩毒网络骨干成员且潜
逃境外多年，大肆向我境内走私贩运
毒品，涉及湖南、湖北、云南、广西等
地警方侦办的多起重大毒品案件，涉
案毒品数量达 2000余公斤。2023年
12月28日，公安部组织相关地方公安
机关在充分查清掌握犯罪事实和证据
的基础上，决定对张安龙等10名重大
涉毒逃犯进行公开悬赏通缉。今年7
月，中缅禁毒部门开展国际执法合作，
于7月9日将杨金梅抓获，7月13日将
张安龙、马文祥抓获。截至目前，公安
机关公开悬赏通缉的10名缅北重大涉
毒逃犯已有6名被抓获归案。

美国政府监视巴西总统超50年
多年来对包括盟国领导人进行无差别监听,揭示了

一个黑客国家的行事方式
巴西媒体近日报道，

美国政府对巴西总统卢
拉进行了长达 50 年的监
视。消息曝光后引发轩
然大波。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
抱持“门罗主义”将拉美
视为自家“后院”的干涉
行径从未改变，此次披露
的美方对卢拉的监视是
最新例证。美国长期倚
仗自身霸权地位和技术
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不断
扩大“监控地图”，对包括
盟友在内的国家进行无
差别监听，为维护一己私
利肆意妄为，严重损害他
国主权、破坏国际秩序。

监视时间跨度之长、内容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卢拉传记作者费尔南多·莫赖
斯日前透露，他的写作团队近期从
美国不同机构获取的 1966 年至
2019年间有关卢拉的 819份文件
显示，美国政府半个多世纪以来一
直对卢拉进行监视。

据巴西媒体日前报道，莫赖斯
获取的这些以“研究报告”名义撰写
的文件多数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
达 613份，内容包括巴西的军事计

划和有关巴西石油生产的信息。此
外，还有来自美国国务院的111份、
国防情报局的49份、国防部的27份
文件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的文件。

莫赖斯表示，他目前获得的
“研究报告”是截至 2019年的，最
近 5年来尤其是 2023年卢拉开启
第三个总统任期以来还有多少“研
究报告”不得而知。巴西政治分析
人士认为，关于卢拉的“研究报告”

数量可能远超想象。
美国政府对卢拉监视时间跨

度之长、内容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媒体曝光后，巴西劳工党主席格莱
茜·赫夫曼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自卢拉 1966年加入工会开始，到
参与创建劳工党、担任总统，甚至
入狱后，美国一直都在监视他。”

“他们监视我们的国防、对外关系，
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

暴露“门罗主义”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本质

这并非首次曝光美国对巴西
的监控。1994 年，美国国家安全
局截获法国汤姆森—无线电报总
公司与巴西之间有关亚马孙雨林
监测系统的通话，最终这一监测系
统价值 14亿美元的合同花落美国
雷神公司；2013年，巴西媒体曾曝
光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时任巴西
总统罗塞夫和其他政府成员的监
视活动；同年，美国《连线》杂志披
露，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曾监控巴西
石油公司……

自 200 多年前美国第五任总
统詹姆斯·门罗发表国情咨文，抛

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论
调后，“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战
略的基石之一。巴西政治分析人
士指出，美方对包括卢拉在内的巴
西官员进行监视，体现了其将拉美
视为自家“后院”的帝国主义霸权
思维，也暴露了“门罗主义”干涉拉
美国家内政的本质。

“近些年来，美国对其所谓‘后
院’的控制表面上似乎放松了，但
这是建立在加强另一种控制——
重点监视的基础上。”巴西政治经
济学家马科斯·皮雷斯告诉记者，

“美国政府机构对拉美国家各领域

核心人物的监视，目前已达到肆无
忌惮的程度。”

巴西政界、学界不少人士认为，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表示尊重其他国
家，实际上却一直在践踏他国主
权。巴西专栏作家雷纳尔多·阿泽维
多指出，美国视巴西为其“后院”和

“美国集团的一部分”，认为巴西应当
服从美方利益；而巴西则认为两国是
合作和商业伙伴关系，希望保持其外
交独立，这些都让美国“不高兴”。
他还认为，巴西是“全球南方”关键
一员，也是金砖国家成员国，这也使
其成为美国遏制打压的对象。

巴西总统卢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