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佩林網頁，中槍女眾議員吉福茲的名字也在槍靶地圖上(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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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下月起實施10項加強規管旅

行社及導遊的措施，當中的「一團一導遊」規定引

起香港導遊總工會反對。工會昨日下午發起近千人

遊行，今天將決定是否採取進一步行動，聲稱不排

除罷工。

事實上，要求旅行社必須委派同一導遊接待入境

團觀光及購物，對防止「刀手」跳團宰客可收立竿

見影之效，更有助向內地旅客顯示本港打擊不法導

遊的決心，恢復旅客的信心。業界人士必須清醒地

認識到，依靠宰客等不法手段去賺取高利潤，只會

肥了一小部分人而賠上了香港旅遊業的整體利益。

工會應以大局為重，配合規管措施，落實「一團一

導遊」，整頓旅遊業界的生態，業界也可從中受

惠。以罷工作要脅更會讓外界產生工會只為私利罔

顧本港利益的形象，徒令市民反感。

導遊「阿珍」辱罵旅客強迫購物事件後，將旅遊

業界不少歪風頑疾暴露出來，其中部分旅行社僱用

綽號「刀手」的導遊，不須負責導遊工作，只以宰

客為務，以辱罵、威嚇等手段催逼旅客購物，不僅

損害了旅客利益，而且重創了本港旅遊形象，已成

業界一大毒瘤。目前本港接待其他地方的旅行團都

是「一團一導遊」，何以接待內地旅客卻容許跳

團？

工會指落實「一團一導遊」將延長導遊的工時，

並且打擊業界生計，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對於「刀

手」導遊而言，新措施可限制他們跳團宰客，肯定

會令其豐厚收入減少。但對於絕大部分循規蹈矩的

導遊來說，措施不僅不會加重其工作時數，而且要

求旅行社為導遊提供底薪，更可減輕導遊的佣金壓

力。規管導遊不單關係導遊利益，也關乎業界以至

香港的利益，部分導遊不應因為一己之私就置本港

旅遊聲譽及利益於不顧。採取罷工等手段去逼使政

府就範，更不啻是以公眾利益作威脅，不可能得到

社會的支持和同情，工會應三思而後行。

現時內地旅客已成為本港旅遊業界的主要客源，

對本港旅遊及相關行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隨 近

年內地經濟起飛，內地旅客的要求不斷提高，也愈

來愈重視消費者權益，業界的害群之馬如果繼續視

內地旅客為「羊牯」，採取各種不法手段宰客，最

終只會竭澤而漁，損害整個旅遊業界及相關行業的

利益。當局應堅決落實「一團一導遊」等規管措

施，不能因為部分業界反對就趑趄不前。同時，要

全面整頓業界，「一團一導遊」只是第一步，當局

應研究措施杜絕「零團費」等業界陋習，切實維護

本港的旅遊形象。

(相關新聞刊A16版)

由本港六大社團組成的各界支持香港申辦

2023年亞運聯會，昨日於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

廣場舉行「全城一心，共創豐盛未來」活動，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會上重申，不論申辦亞運與

否，政府在未來12年的70億元體育投資，一分

一毫都不會減少。他呼籲，各立法會議員能以

香港整體長遠利益為依歸，為香港申辦2023年

亞運會投下贊成的一票。

政府對申亞鍥而不捨的精神應予肯定。不

過，從民意支持度和議員的取態來看，立法會

通過政府申亞撥款申請的機會仍然不高。需要

強調的是，無論今次申亞成功與否，政府都應

繼續支持香港體育和運動員的發展，並投放更

多資源加快香港的運動發展、興建相關設施，

讓更多市民和運動員受惠，也為今後申辦亞運

打好基礎。

從舉辦過亞運會的許多城市的發展經歷來

看，亞運會對於城市的現代化以及各方面的發

展，都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亞洲許多城市都

積極申辦亞運會，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

卻沒有主辦過亞運會這樣規模的運動會，這與

香港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稱，香港應該

申辦亞運會是理所當然的。申辦亞運並非一盤

生意，其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調查顯示，

逾7成中小學生支持本港申亞，為香港的未來

想，政府全力為申亞護航，值得充分肯定。

儘管香港健兒在廣州亞運會取得佳績後，支

持申亞的民意開始上升。但港台和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合作進行的最新申亞民調顯示，有30%

受訪市民贊成香港申辦2023年亞運，表示反對

的則有57%。香港申亞成功與否，將於本周五

的立法會財委會「揭盅」，目前的現實是政府

仍未有足夠的支持票數，而民意仍然是反對居

多。曾特首表示，政府不會低估申辦亞運的難

度，是正視現實的表現。若周五立法會財委會

否決申亞撥款申請，政府還可考慮舉辦2023年

後的亞運會，以便有足夠時間爭取社會共識減

少爭議。

推動體育不是單靠舉辦一次體育盛事可以做

到的。政府已為體育發展政策訂下普及化、精

英化、盛事化的明確方向。事實上，政府近年

不斷為增加公共體育設施投放資源，總投資超

過100億元。曾蔭權重申，政府加強支援精英

運動員和推動普及運動，絕不會是「三分鐘熱

度」，相信政府的承諾會兌現。

(相關新聞刊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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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一導遊」可防「刀手」宰客 申亞成功與否 體育投放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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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改革激化 兩黨惡鬥毒化

震驚美國的大型槍擊案
2009年11月 美軍心理醫生血洗美軍基地

哈桑在得州胡德堡軍事基地瘋狂濫殺，造成
13死28傷，正等候聆訊。

2009年3月 連環槍手持狙殺名單

亞拉巴馬州28歲男子麥克蘭登放火燒毀與母
親同住的寓所後，手持復仇名單，先後槍殺10
人，包括4名家人，他與警方駁火後自殺身亡。

2007年 韓裔瘋狂濫殺大學師生

韓裔男子趙承熙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殺32
人和槍傷25人後，自殺身亡。

2004年 殺人魔因種族仇恨殺人

匹茲堡34歲律師鮑哈莫爾斯因種族仇恨，在
兩個商場亂槍殺人，5人死亡，被判死刑，但獲
無限期中止執行。

1999年 中學雙青屠30師生

18歲少年哈里斯和17歲的克萊伯德在科羅拉
多州哥倫拜恩高中，殺死12名同學和1名老
師，然後自盡。

1966年 先殺妻母再闖大學

25歲男子惠特曼殺死母妻後翌日，到得州大
學開槍，殺死14人和槍傷31人，最終被警方擊
斃。

《每日郵報》

美國國會議員常利用周末落區，進行各類活動，2年改
選一次的眾議員尤其如此。槍擊案後，一些議員開始憂
慮自身安全，他們離開國會便沒有保安，公開活動又保
鑣警員全部欠奉。國會警察部發表聲明，勸告國會成員
和職員採取「合理和謹慎預防措施，保障個人安全」。
民主黨加州眾議員舍曼和吉福茲是朋友，他指議員原

先還有一層保護，即「沒人會想到（襲擊議員）」，但現
在吉福茲遇襲，啟發從沒想過襲擊議員的狂人，意味議
員連這一層「保護」也失去。
共和黨的科爾比於1984至2007年出任眾議員，正是吉

福茲現時的議席，他指任期結束前，選區政治氣氛愈趨
緊張，尤其國會討論移民法案時。他多次接到恐嚇後增
加便衣保安。他不擔心個人安全，但員工卻時常擔驚受
怕。 ■《華爾街日報》

公開活動零警零保鑣
議員人心惶惶

吉福茲遭槍擊重傷後，其75歲父親受訪時一直
淚流不止，被問及女兒有什麼敵人時，他斬釘截
鐵地說：「有，整個茶黨。」報道分析，此番言
論相信與茶黨「精神領袖」佩林去年發出的一幅
醫改「槍靶地圖」有關。
去年3月，國會通過醫改後兩天，佩林在社交

網站facebook和個人網站貼出一幅美國地圖，用槍
枝準星標示20位支持醫改的民主黨議員選區，希
望共和黨人能在中期選舉取而代之。準星對準
的，包括吉福茲所在的阿利桑那州第8選區。

佩林：要重填子彈再上
佩林還在fb上呼籲支持者「不要撤退，要重填

子彈再上」，當時她否認慫恿開槍攻擊，堅稱那
只是比喻。吉福茲之後曾表示：「他們應該知道
這會帶來什麼後果。」
槍擊案後，佩林馬上刪除「槍指地圖」。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中槍女議員父：
茶黨是敵人

今次槍擊案令人
再度關注美國槍械
氾濫、槍擊案頻繁
問題。據FBI及酒、
煙和槍械局統計，
美國3 . 0 9億人口
中，竟然擁有近2.5

億支槍，大部分擁有槍的人都有1支以上。而每
年在美國死在槍下的人就多達3萬。
中槍重傷的吉福茲亦力挺擁槍權(見圖)，2008

年曾與300多名議員聯署，促請最高法院廢除哥
倫比亞特區通過的禁槍令。
報道指，22歲槍手洛克耐爾的手槍是合法購

得。亞利桑那州去年4月通過法例，容許21歲或
以上人士毋須接受背景審查便可擁有槍械，目的
是「保障公民享有憲法賦予權利」。當地輿論認
為，正由於這條例槍手才可以獲得槍械。

■綜合報道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一間夜店門外，昨凌晨亦發
生槍擊案，造成2死4傷，死者分別是20多歲男子
和33歲警員。事發於巿中心一間夜店，店門外停
車場當時發生大規模打鬥，大批警員到場。最先
到場的警員要求增援，結果在1時15分發生槍
擊。 ■美聯社

巴爾的摩夜店槍擊案

美國政治兩極化，理性漸失，政治領袖往往成為激進

人士敵視的對象。回顧美國政治歷史，暴力從沒止息。

美國政治領袖受襲事件多不勝數，行兇的有涉及政治

動機的狂徒、教派、右翼人士以至左翼革命分子。最近

一次遭謀殺的國會議員是眾議員賴恩，他於1978年到圭

亞那調查教派活動，遭教派成員殺死。

最轟動的，自然是1963年總統肯尼迪遭獨行槍手射

殺，以及其參議員弟弟羅伯特1968年競選總統時被殺。

總統里根1981年遭槍傷，同樣轟動全球。

美國近年催生政治極端主義，政治人物面對的威脅大

增。根據南方貧窮法律中心2009年的報告，右翼民兵組

織數目持續上升，由2000年602個增至2009年926個。對

政治不滿的人，在一些敵對政客和輿論煽動下，傾向以

更激進手段對付政客。

槍械泛濫助長暴力政治
美國槍械氾濫，也為政治暴力推波助瀾。知情人士形

容，今次中槍的吉福茲是不幸身處「若你不同意某人便

可到超市買槍殺掉他，並被視為英雄」的國家。

■朱曜光

美政治兩極化
催生極端組織

亞利桑那州警官杜普尼克前日表示，近期論
政時的所有尖刻攻訐，都可能與槍擊案有

關。「這可能是言論自由，但並非沒後果。」他
更指出，憤怒、仇恨越演越烈，這裡成了偏見之
都，「這已不再是我們大部分人長大的國家」。
該州民主黨眾議員葛里哈瓦亦持這態度。

議員被恐嚇刑毀倍增
事實上，民主共和兩黨分歧因醫改而進一步加

深，由此引發的暴力事件與日俱增。據執法部門
統計，在2010年首3個月，共有42宗國會議員受恐
嚇或財物遭刑毀等案件，較前一年大幅增加，幾
乎所有恐嚇都與議員支持醫改有關。
支持醫改的吉福茲也是受害人之一。去年3月

法案通過後僅數小時，她位於圖森的辦公室玻璃
門窗便遭人開槍和腳踢擊毀。隨 佩林領導的茶
黨聲勢日漸壯大，醫改派政治人物面對的威脅也
越來越大。

醫改小組恐成「死亡小組」
奧巴馬視醫改為他任內最重要政策，自2009年

中以來，便成為美國政壇最具爭議議題，兩黨壁
壘分明，辯論火花四起，彼此針鋒相對。有批評
者曾警告政府的醫改小組將成「死亡小組」。
有專家指出，經過今次槍擊案，在國家政策辯

論中的惡毒語調，肯定會受到更大程度的監察。
奉行中間路線的民主黨組織「第三條路」主席考
恩說：「我們知道政治已變得越來越個人、惡毒
和危險。出現這些毫無理智的行為，或許令我們
的論政回復一點理智。」

■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每日郵報》

美國女眾議員吉福茲在光天化日下遭

槍擊重傷，震驚全國。縱使槍手未有透

露行兇動機，但媒體已再次聚焦美國政

壇近年日趨「尖酸」的論政風氣上。隨

總統奧巴馬全力推動的醫改法案在國

會通過後，黨派分歧不斷加深，政治惡

鬥日趨毒化。前副總統候選人佩林去年

的醫改「槍靶地圖」，更被視為可能煽動

右翼保守派人士訴諸暴力。

被
指
煽
動
暴
力

美3億人擁2.5億支槍
每年3萬人魂斷槍下

■大批民
眾晚上為
吉福茲和
死難者舉
行燭光集
會。

法新社

■美國曾有藝術家以佩林(右)狩獵照，設計諷
刺她的作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