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也患“恐俄症”？
俄“黑客”难逃“被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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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美国发动“媒体战”俄罗斯出招了
域外传真

美国对“今日俄罗斯”出手

本月9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兼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总编辑玛加丽塔·西
蒙尼扬说，美国司法部要求这家媒体最
晚于 11 月 13 日在美注册为“外国代理
人”，否则银行账户将遭冻结、在美公
司主管可能被逮捕，“总之公司将无法
继续运营”。

最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不得
不按美方要求完成登记。

美国推特公司上月26日宣布，禁止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社在
推特网站中的账户打广告，理由是这两
家媒体干涉去年美国总统选举。

“新法律是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美国政府打响对俄“媒体战”，要
求“今日俄罗斯”美国频道登记为“外
国代理人”后，俄罗斯方面决定以对等
措施反制。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
院）11月15日通过一项议案，将要求外
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当天的投票表
决中，国家杜马450名议员中有414人投
出赞成票，没有人投反对票。下一步，
这项议案将交由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

院） 表决。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签字后，这项法律将正式生效。

这项议案指出，俄罗斯政府有权认
定外国媒体为“外国代理人”。这些媒
体将与外国资金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一
样，受制于俄罗斯2012年通过的一项法
律。根据这项法律，“外国代理人”在
向俄罗斯公众发布任何消息时，都必须
提及自己“外国代理人”的身份。

此外，“外国代理人”必须向俄罗
斯政府登记，定期上交报告说明资金来
源、花销情况、要达到何种目的以及管
理人员等情况。同时，俄罗斯执法部门
还可以对“外国代理人”进行抽查，以
确保对方遵守法律规定。

俄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
洛金表示，这项新法律是对美国方面发
动“媒体战”的反制措施。

或将用于美国之音等媒体

俄罗斯信息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列克
谢·普什科夫告诉卫星通讯社记者，俄
方对等措施可能将用于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美国之音等美国媒体。

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议员谢尔盖·
涅韦罗夫说，美国社交媒体可能也将成
为适用对象。

据新华社

11月15日，莫斯科，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一项议案，将要求外
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西班牙两名高级官员 11 月 13 日表
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上月举行“独立”
公投，俄罗斯“黑客”利用社交媒体传播
支持分裂分子的信息，干涉公投。

当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
洲联盟外长和防长会议上，国防大臣玛丽
亚·多洛雷丝·德科斯佩达尔·加西亚和
外交大臣阿方索·达斯蒂斯说，西班牙政
府掌握的证据显示，加泰罗尼亚“独立”
公投期间，来自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黑
客”组织利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
体宣传分裂分子的主张，试图影响公众舆
论。

加西亚称，目前的证据显示，大部
分黑客活动源自俄罗斯。不过，西班牙
方面尚未确定黑客的确切地址以及俄政
府是否参与其中。俄罗斯否认这些指
控，指责西方国家意图借此破坏俄罗斯

的国际声誉。
西班牙指认俄罗斯“黑客”的新闻传

出，有网民开玩笑说，“俄罗斯黑客是个
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分析人士指
出，这多少反映出欧洲国家存在的“恐俄
症”。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研究
室副主任、研究员李勇慧认为，从美国指
认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选举，到俄罗斯卡
巴斯基软件被美国指认存在安全漏洞，再
到西班牙指认俄罗斯黑客干涉加泰罗尼亚

“独立”公投，这些说法都缺乏证据支
撑。而这些现象折射出西方对俄罗斯长期
存在的冷战思维，凸显俄美、俄欧关系恶
化。

而“恐俄症”的蔓延，只会加剧俄罗
斯与西方的这种“安全困境”。

据新华社

如果一所英国大学自称“全球最顶
尖大学之一”，却不是牛津、剑桥等耳
熟能详的名校，你会相信吗？英国媒体
报道，6所英国高校的招生广告自夸过
火，促使广告标准局出手整治，勒令其
不得再发布“误导性信息”。

英国广播公司 11 月 15 日说，莱
斯特大学、东英吉利大学、斯特拉思
克莱德大学、法尔茅斯大学、蒂赛德
大学和西伦敦大学被投诉其招生广告

“夸大宣传”，已接到广告标准局的警
告，要求其整改。

被要求整改的宣传主要涉及大学
对排名、排位的描述：法尔茅斯大学
自称“英国头号艺术类大学”、“英国
头号创意大学”；蒂赛德大学自称

“英格兰地区毕业生长期前景最佳大
学”；东英吉利大学自称“位列学生
满意度最高大学前五名”；莱斯特大

学自称“全球最顶尖大学之一”；斯
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宣传“本校在物理
学科排名英国第一”；西伦敦大学号
称“伦敦最顶尖的现代大学，英国最
顶尖10所大学之一”。

这 6 所高校均表示并未夸大宣
传，但尊重广告标准局决定，将依令
整改。广告标准局执行总监盖伊·帕
克提醒说：校方想让学生们交一大笔
学费之前，需要提供“可靠证据”支
撑其招生宣传。“误导未来大学生的
做法不仅不公正，而且会诱导他们做
出并不适合自己的选择。”

广告监管部门出手整治高等学府
“虚假宣传”，这在英国还是第一次。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克·希尔
曼表示，这是因为高校之间的招生竞
争日趋白热化，已经有点野蛮、无规
则的味道。 据新华社

招生广告夸大宣传
英六所高校被令整改

童话故事《灰姑娘》可谓家喻户
晓。类似故事中丢水晶鞋的事情最近
发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女子兰德里根
身上。她穿了一双名牌鞋去看赛马，
不小心丢了一只，虽然丢的不是水晶
鞋，但毕竟价格不菲，而且还是从朋
友那里借来的鞋，于是通过电视和广
播请求大家帮忙找鞋。

兰德里根11月14日通过她供职的
3AW广播电台寻求帮助，此前还在第
七频道网的电视节目上“找鞋”。据英
国《每日邮报》报道，她11日穿着一
双名牌豹纹高跟凉鞋去看赛马，赛后换
上一双平底鞋，把高跟鞋塞进一个大包

里，之后走到离赛马场大约800米的停
车场开车回家，到家后发现高跟鞋少了
一只。她想不出怎么会丢，猜测可能是
塞鞋时没有放好。

兰德里根说，这双鞋是从朋友那
里借来的，如果找不到丢掉的那只，
就得花 2000 澳元 （约合 1 万元人民
币） 去买一只。而且这双鞋是她和朋
友一起去美国和墨西哥旅行时买的，
有纪念意义。朋友知道事情后没有怪
罪兰德里根，对她说：“不过是丢了
件东西，又不是把我的孩子弄丢了，
虽然我喜欢这双鞋，有些失望，但这
毕竟只是物品。” 据新华社

澳女子丢一只鞋
通过广播电视找

捷游客因穿着奇异
在哈萨克斯坦被捕

因模仿喜剧电影 《波拉特》 中
的装扮，6名全身各穿一件男士比基
尼的捷克游客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
塔纳被警察带走。

当地媒体11月14日报道，这6名
游客上周头戴假发、身穿荧光绿男士
比基尼，打扮成电影男主角波拉特的
样子在阿斯塔纳一处广场拍照。这种
装扮因《波拉特》而在哈萨克斯坦臭
名昭著。6人随后被警方带走并被处
以 2.25 万坚戈 （约合 440 元人民币）
罚款。

电影《波拉特》讲述一名哈萨克
斯坦电视台主持人到美国参观学习的
搞笑经历，英国谐星萨沙·科恩担任
编剧和男主角。虽然影片获奖不少，
但哈萨克斯坦方面认为，影片刻意抹

黑哈萨克斯坦国家形象，将其描绘成
一个原始、种族主义和男权至上的国
家，因而禁止该片在哈萨克斯坦播
出。不过，这部电影却意外地刺激了
这个中亚国家的旅游业。

那6名捷克游客的奇异装扮让哈
萨克斯坦的社交媒体炸开了锅。有网
民说“这是在嘲讽，他们应该被关到
监狱里”，还有人要求“应该以侮辱
哈萨克斯坦国的罪名起诉他们”。不
过，也有网民表示，是“我们的警察
太过敏感”。

一些轻率的打扮有时的确会因触
犯当地文化或宗教禁忌而招来麻烦。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015年，一名英
国游客因为在马来西亚一座山上拍裸
照被逮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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