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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加沙 3月 1 日电 （记者

黄泽民）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已维持一

个多月。然而，加沙地带的苦难并未结

束。长达15个月的战争留下无数废墟，

亟待清理与重建。

尽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可以

返乡，但家园早已不复存在。从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地带

的争议性言论，到各方围绕加沙地带战

后治理方案的争论，所有迹象显示：加

沙地带未来风雨飘摇。

加沙地带停火协议 1 月 19 日生效

后，因战火流离失所的大批巴勒斯坦人

终于踏上返乡路。联合国2月5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56.5万人从加沙

地带南部返回北部。记者在加沙地带

中部“内特扎里姆走廊”看到，这一区域

已无完整建筑，返乡的人们在泥泞中艰

难前行，拎着塑料桶或肩扛编织袋，面

容焦虑、神色迷茫。

“内特扎里姆走廊”是一条长约6.4

公里的公路，自加沙地带中北部与以色

列交界处向西北方向延伸至地中海沿

岸，将狭长的加沙地带一分为二。2023

年10月冲突爆发后不久，以军即控制这

条战略通道，阻断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

南北通行。为开辟军事控制区，以军夷

平了这条公路南北两侧、宽度共计数百

米区域内的绝大部分建筑。

联合国2月11日发布的报告说，加

沙地带 92%的房屋在冲突中损坏或被

摧毁。不久前，29岁的巴勒斯坦人赛义

达·阿耶什回到阔别数月的加沙城，她

无法辨认出任何熟悉的景象。本轮冲

突爆发后，阿耶什一家五口从加沙地带

北部逃离，在南部多次辗转，只为寻找

一处安全的避难所。

“在南部，我们经历了最严酷的

苦难、恐惧和饥饿，所谓的安全根本

不存在。以色列军队承诺的保护不

过是谎言。”阿耶什在地中海岸边对

记者说，“一切都变了，甚至连海浪都

像在悲鸣。”

尽管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输入加沙

地带的物资显著增加，准入条件有所改

善，但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依旧非

常艰难。联合国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

加沙地带的淡水生产和供应量仅为

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之前的四分之一

水平。

物价居高不下进一步加剧了民众

的生活压力。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

市场监测数据，加沙地带的食物和非食

物商品价格虽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冲

突爆发前的水平。此外，联合国方面

说，约有100万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

人急需援助，以应对恶劣天气。

2 月 6 日，加沙地带遭遇暴雨和强

风。记者在代尔拜拉赫地区见到巴勒

斯坦人奥姆·艾哈迈德·拉姆利，她正在

“抢救”自己仅剩的物品。“这里不是家，

只有一些勉强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布

条。”拉姆利指着破裂的临时帐篷告诉

记者，“现在，连这些布也没了。暴风雨

卷走了一切，包括我们最后的希望。”

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生效后，虽然冲

突双方勉强停火，但对协议的落实，特

别是释放在押人员的进程一直磕磕绊

绊。种种迹象显示，加沙地带的停火只

是以色列与哈马斯均接受的“缓兵”之

举，战争实际上并未结束。

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和哈马斯本

应于2月3日开启第二阶段停火谈判，

讨论释放以方其余被扣押人员以及以

军从加沙地带撤出等事宜。然而，双方

并未进行实质性谈判。

第一阶段停火定于 3 月 1 日结束。

2月27日，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第一阶

段停火中最后一批被扣押人员移交。

斡旋方埃及同日说，关于第二阶段停火

的间接谈判当天启动。

巴勒斯坦《圣城报》日前播发的一

篇评论指出，第二阶段停火的命运及

其实施的可能性充满不确定性，因为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其

设定了几乎不可能的条件：解除哈马

斯等抵抗组织的武装，彻底消灭哈马

斯的军事和政治存在等。这些条件不

仅难以实现，也为以色列未来重启军

事行动埋下伏笔。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分析文

章指出，以色列对哈马斯持续15个月的

军事行动并未实现其主要作战目标，即

彻底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

哈马斯依然保持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

能力。因此，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

此番与哈马斯停火只是某种阶段性操

作，可预见的是在时机成熟时会重新按

下“战争键”。

加沙地带这片土地的未来依然充

满不确定性。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1月25日提出“清空”加沙地带的设想，

称希望埃及和约旦接受并安置来自加

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这一言论遭到

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

反对和批评。

以色列地区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

析文章指出，特朗普的提议缺乏系统性

和可行性，更像是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

极端建议。他试图将商业原则应用于

外交政策，通过提出一个激进的方案来

推动实现最终目标，但这种做法忽视了

各方的利益和现实制约因素。除以色

列外，其他潜在利益相关者似乎对这一

提议毫无兴趣。

关于战后加沙地带的治理和重建

问题，各方仍在争论。可能的选项包括

多国参与的共管机制，或由巴勒斯坦内

部各派别成立联合委员会等。截至目

前，尚未出现一个被各方接受的方案。

以方有观点认为，让哈马斯完全退出加

沙地带绝非易事。

首先，哈马斯仍在管理人道主义援

助的分配，并保持其对加沙地带的控

制。过去几个月，随着以军方将行动集

中在加沙地带北部，哈马斯重新确立其

在该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权威，恢复

了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秩序。

其次，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依然拥有

广泛民意支持，该组织依旧是一支能有

效管理加沙地带民生方方面面的政治力

量，其控制力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加强。

此外，加沙地带民众对这片土地的

坚守也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在中部努

赛赖特难民营一处帐篷前，72岁的巴勒

斯坦人纳迪娅·纳吉向记者讲述了她的

一生。从孩提到古稀，经历过无数次战

火与冲突的她始终相信，巴勒斯坦的土

地终将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纳吉指向

一处断壁，上面醒目的红字写道：“我们

在这里，将永远在这里！”这句话不仅是

她的心声，也是无数巴勒斯坦人对家园

的坚定承诺。

图为2月18日在加沙地带北部城镇拜特拉希亚拍摄的一处废墟间的市场。

新华社发（马哈茂德·扎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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