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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女權跨大步 可參與選舉

剛宣布競逐下屆總統的俄羅斯總
理普京強人形象深入民心，英國《泰
晤士報》昨日請來美容專家戴維斯，
分析普京在近日執政黨大會上的「新
形象」，指出他皮膚質素大有改善，眼
袋亦不翼而飛，有整容之嫌。

戴維斯稱，普京以往外貌顯得野
心勃勃，但上周六他的皮膚光滑，
亦稍為曬黑，感覺「順眼」得
多。她估計普京剛放完悠長暑
假，「好食好住」下連面部
輪廓都變得飽滿。不過普

京眼袋消失得無影
無蹤，亦無見
證衰老的皺
紋，叫戴維

斯大惑不解。

批評總統 財長闖禍辭職
另外，克里姆林宮發言

人稱，財長兼副總理庫德
林(左圖)昨日提出辭職，
已獲總統梅德韋傑夫接
納。庫德林近日因批評梅
氏，並揚言不會在他於
2012年後可能領導的政府
任職，而遭梅氏狠批。

戈爾巴喬夫警告俄陷「迷失6年」
另外，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昨日在報章

撰文，形容現時俄國正陷「僵局」，質疑叱吒
政壇逾10年的普京不是推動「改變」的人選。

他稱，若下屆總統只想㠥如何掌握權力，不
惜一切保留舊班子，而置所有事於不顧，應
受指責。他認為，整體制度需重大變革，否
則國家會停濟不前，陷入「迷失6年」。

■法新社/《泰晤士報》

普京疑整容 提升形象上位

新加坡中學生正流行
玩一種「死亡遊戲」，
同學間互相輪流掐對方
脖子，直到對方窒息暈
倒。有網友把一系列學
生玩命的照片上傳到互
聯網(見圖)，並表示他
看見學生玩死亡遊戲，
其中兩名男生還當場窒
息暈倒。
據《星洲日報》報道，中學生進

行死亡遊戲時輪流掐對方的脖子，
直到窒息，甚至會以「心臟按摩」
的手法重擊同學的心窩處，造成心
臟短時間停止跳動。有網友說：
「這一切發生在組屋底層，為甚麼沒
有公眾阻止他們？最重要的是，他
們知不知道停止呼吸和阻止身體血

液流通的危險性？」
新加坡翱翔輔導中心主任袁鳳珠

指出，這種流行於中學生的「死亡
遊戲」從5、6年前開始，青少年根
本不把死亡當一回事，甚至覺得
「反正死不了」。她呼籲，這是玩命
的行為，一個不小心恐會弄出人
命，千萬不要模仿。

■《星洲日報》

星校潮玩「死亡遊戲」 互掐頸至暈倒
美國猶他州數千民眾上周六

齊齊褪去外衣，穿㠥內衣或睡
衣，在首府鹽湖城參與「猶他
內衣路跑」活動，抗議該州政
策和法律太保守。
活動發起人波特表示，許多

民眾不滿州政府政策過於保
守，這次活動目的是讓看法相
同的民眾聚首一堂。他表示，
希望能夠顛覆許多人對猶他州
的錯誤印象，「我想讓大家看
看猶他州生動的一面」。
活動籌劃人員禁止參加者裸體，有

些人穿㠥性感內衣，有些人搬出睡衣
或泳裝，還有人在胸口、背上或大腿
上寫上一些政治信息，表達支持同性
戀婚姻等議題。波特估計有3,000人
參與路跑，民眾從鹽湖城市中心出

發，走到超過1公里外的州政府大
樓。主辦組織並準備將今次活動申請
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
鹽湖城是摩門教總會所在地，摩

門教強烈反對同性戀婚姻，當地的
政治和社會氣氛也相對保守。

■美聯社/《每日郵報》

猶他州3千人穿內衣 反政策法律保守

非洲首位諾貝爾和平獎女性得主馬塔伊(見

圖)前日於醫院因癌病病逝，終年71歲。馬塔
伊畢生致力推動環保，她發動的「綠帶運動」
挽救了無數樹木，更積極爭取女性權益，前
南非總統曼德拉讚揚她是「女英雄」。
馬塔伊出生於肯尼亞，於1977年以保護環

境及低下階層為目標，成立了「綠帶運
動」。在過去30年，綠帶運動於非洲種植超過4,000萬棵樹。馬塔伊
於2004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她在演辭中提及，自己童年時於肯尼
亞的鄉郊，親眼目賭樹林的樹被全部砍伐，被商業化種植取代，生
態及水源因而被大肆破壞。
除了環保工作，馬塔伊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她於2002年獲選為

國會議員，並於2003至2005年期間，出任肯尼亞環境部副部長。隨
㠥「綠帶運動」涵蓋至社會、經濟及政治等不同層面，馬塔伊也成
為肯尼亞的代表性人物。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非洲首位和平獎女得主病逝

英國出了一位賽車小天才。女童貝
爾(見圖)剛滿8歲，便獲准駕駛低速跑
道賽車，參加英國全國賽車大賽，將
成為全球其中一位最年輕賽車手。更
叫家人意外的是，貝爾之前從未駕駛
過賽車，在大賽前於24小時才接受1
小時訓練，竟然獲得參賽資格，與比
她年長1倍的青年賽車手一較高下。
英國的法定駕駛年齡是17歲，現年8歲的貝爾，剛剛符合低速跑

道賽車手的最小法定年紀。她駕駛的賽車長15英尺，於美國特別製
造，其內部結構配合柏蒂的體型，讓她的雙腳能觸及油門。

■《每日郵報》

英8歲女童成最小賽車手

日本執政民主黨前黨魁小澤一郎(見圖)的
政治資金團體「陸山會」涉嫌違反「政治資
金規正法」一案，昨天在東京地方法院進行
一審判決，小澤的3名秘書以「虛假記載罪」
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緩期執行。
「陸山會」因在東京購買土地的資金來源

不明，而且在政治資金報告書上的記述也是
隔年記載，因此被控違法。雖然3名秘書否認指控，法院在審理中
亦沒採用檢察院的部分偵查依據，但依然判3人有罪。
由於3人的判決事關小澤的政治前途，同時小澤也因此事而遭檢

察審查會起訴，因此人們對東京法院明年對小澤的判決開始擔憂。
如果小澤也被判有罪，他的政治生涯將宣告完結。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3秘書違法判刑 小澤危危乎

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中情局(CIA)辦事處前日發生槍擊事
件，一名阿富汗僱員向兩名美國公民開槍，造成一死一傷，
槍手事後被擊斃，美國正調查槍手行兇動機。今次是當地美
國使館兩星期來遭受的第二次襲擊。
事發地點位於首都咯布爾市中心、歸屬於美國大使館的阿里

亞納賓館內。在華盛頓的一名美國官員證實襲擊事件，稱正進
行調查。美國使館發言人稱，槍擊事件發生在使館附屬建築
物，但未有透露兩個遇襲美公民身份，只表示傷者被送往軍方

醫院救治，無生命危險。他表示，相信槍手是單獨行事。

槍聲持續數分鐘
阿富汗內政部發言人西迪克表示，警方聽到阿里亞納賓館

前晚約9時15分傳出「持續數分鐘」的槍聲，事件中有兩名
阿富汗士兵受傷。他說，因事發地點「屬於北約駐阿富汗部
隊管轄」，阿富汗政府軍和警方不能進入。
一名阿富汗官員隨後透露，阿里亞納旅館目前由CIA使

用。美聯社報道，遭襲擊的大樓是CIA在喀布爾的分站，CIA
在2001年底攻佔了這座大樓，大樓距離阿富汗總統府僅幾個
街區。
喀布爾近期安全形勢緊張，大量軍警在街道巡邏執勤，以

防塔利班組織襲擊。本月13日，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和北約
駐阿部隊總部遇襲，槍戰持續約20小時，連環爆炸和槍戰共
造成至少19人死亡、23人受傷，當中包括9名施襲者。

■路透社/法新社

■阿富汗軍警在中情局辦事處外截查
可疑人士。 美聯社

法國前日舉行參議院選舉，以在野社會黨為首的左派取得

過半數的177席，是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取

得參院控制權。社會黨期望於明年4月的總統選舉乘勝追擊。

執政黨右翼陣營接連在地方選舉失利，令總統薩科齊連任

之路蒙上陰影。

CIA駐阿機構爆槍戰 美公民2死傷

已宣布競逐社會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前黨魁奧朗德率先叫
陣，稱薩科齊陣營今次敗選，猶如預示他明年將步下歷史

台階。參院社會黨領袖貝爾形容這是締造歷史的一日，改變勢
頭首次冒起，對右派是奇恥大辱。
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UMP)的參院議長拉爾謝表示，左派步步

進逼，威力比想像中強勁，他會尋求連任議長一職。拉爾謝在選
前表示，若自己敗陣將是一場「政治地震」。

總理：右派分裂導致
法國總理菲永承認右派出現分裂而敗選，而左派則取得「重

大突破」。他呼籲右派團結，於總統選舉挽回劣勢，又稱大戰
已展開，屆時「真理時刻」將會來臨。執政人民運動聯盟
(UMP)領袖科佩承認選舉結果是「挫敗」，雖感失望亦不感
意外。他強調總統選舉將是全民參與，今次失利不代表民
眾否定政府表現。
總統辦公室只發出簡短聲明，表示「注意到」選舉結

果。政府發言人稱，右派仍控制國會，擁有最終話事
權。據報薩科齊當晚只留在家中，未按照慣例召集官員
及顧問進行「賽後檢討」，外界預期他於11月會宣布競逐連
任。政治學家讓貝爾表示，國會、參院、甚至總統可能將
由左派控制或擔任，令他們有足夠份量修改憲法。
法國參院共有348席，議員並非透過普選誕生，而是由

7.2萬名地區首長及議員以「超級選民」身份間接選
出。自去年初，執政聯盟在多場地方選舉接連失利，
左派今次借改選一半議席乘虛而入，打破右派長期壟
斷參院。參院雖無立法權，但有監察國會及政府施政
作用。此外，參院議長在總統不能履行職務時代行職
權，是國家第2號人物。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也門總統薩利赫(見圖)在沙特
阿拉伯療傷3個月後回國，前日
於國營電視首度發表講話，沒承
諾下台，只呼籲提早大選，又表
示希望透過對話解決國家矛盾，
預料反政府示威者不會接受薩利
赫的表態。此外，反對派與政府
軍的戰鬥日趨激烈，據稱反政府
部族成員前晚徹夜攻擊首都薩那

以北一個政府軍軍營，殺死一名將領，並俘虜30名士兵。

反對派稱拘30政府軍士兵
自一月開始，也門的反對派上街要求薩利赫下台，薩利赫曾

多次提出不同方案，希望平息民怨，但方案中均沒表示下台。
大批反政府示威者前日在首都抗議，薩利赫的保安部隊向示威
者開火，18人受傷。同時，反政府部族前晚攻擊薩那60公里外
一個軍營，殺死精銳共和國衛隊63旅的軍頭，並俘虜30名士兵
作人質。國防部否認有士兵被擄，並表示殺4名敵人。

反對派發言人指薩利赫的發言前後矛盾，另一名反對派人士
亦表示薩利赫的發言毫無新意，像是哄小孩的伎倆。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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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參院變天 薩科齊連任勢危

■普京前日開會時可見膚色甚佳。 法新社

■競逐社會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前黨魁奧朗德(中)稱，參院選舉結
果預示薩科齊明年將步下歷史台階。 法新社

■左派贏得參院控制權，
薩科齊連任之路蒙陰影。

法新社

■沙特女性
喜聞獲得選
舉權。

法新社

■部分示威民眾扮蝙蝠俠等形象。美聯社

■社會黨領袖貝爾（中）領導的左派取得參院控制權，稱
「這是締造歷史的一日。」 路透社

沙特阿拉伯建國以來奉行嚴格的伊斯蘭教法規，女性權利受嚴格限
制。但國王阿卜杜拉前日宣布，沙特婦女將有權投票和參選，分析認
為是該國女權前進一大步，但女性仍被禁止駕駛。
阿卜杜拉表示，會賦予女性在2015年地區選舉的投票權及參選權，

女性未來也有權成為協商會議議員，但仍然不可以出任內閣成員。而
從下一屆協商會議開始，沙特婦女可任命為協商會議議員。協商議會
一直由全男班組成，負責就國策向王室提供意見。
沙特阿拉伯按照宗教規定，婦女外出必須穿黑袍、戴頭巾，同時要

有家中男性陪同，又被禁止駕車和外出工作。分析認為，阿卜杜拉是
次改革女權，是要滿足改革呼聲，避免席捲中東的反政府示威浪潮蔓
延至沙特。英美兩國歡迎阿卜杜拉的新政，但該國有女權分子認為改
革步伐太慢，認為應立即讓婦女獲得選舉權。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