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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國家馬里前日發生軍
事政變，一批自稱為「全國
建立民主委員會」(CNRDR)
的叛亂士兵，佔領國營電視
台及攻入總統府，據報擒捕
包括外交部長及內政部長在
內的多名部長級官員，總統
杜爾（見圖）則下落不明，
有軍方人士透露他目前安全

無礙。首都巴馬科有3間中國酒吧遭叛變軍人搶
砸，無人受傷。

要求提供武器 軍營鳴槍示威
據報，國防及退伍軍人部長加薩馬前日到巴馬科

15公里外軍營視察並發表講話，引起營內軍人抗
議，指責政府應對北方圖阿雷格武裝分子不力，要
求政府提供足夠武器，遂打砸軍火庫、搶奪武器及

鳴槍示威。
叛軍隨後到總統府抗議，被馬里安全部隊強行驅

散後，轉到國營電視台大樓，鳴槍驅散工作人員，
並佔領電視台，廣播一度中斷。有傳杜爾期間曾於
微博twitter否認發生軍事政變，企圖把事件淡化為
騷亂。

全國宵禁 叛兵封鎖陸空
然而叛兵昨日凌晨成功佔領總統府，CNRDR其

後發表電視聲明指，已從「無能政府」手上取得政
權，並解散政府機構及停止憲法。主席薩諾戈宣布
全國進入宵禁，但承諾會把權力交還新任總統，又
聲稱已封鎖通往鄰國的陸路邊界及領空。國際社會
高度關注，聯合國安理會呼籲以對話化解不滿；歐
盟則譴責叛軍發動政變及停止憲法。白宮昨日發表
聲明，譴責馬里軍方政變引發暴力，敦促「即時恢
復」憲制法治。

自1月中旬，圖阿雷格武裝分子與馬里政府軍多
次駁火，造成20萬人流離失所，多名士兵殉職。民
眾在多個城市爆發示威，抗議政府無力平亂。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中新社

住在馬里總統府附近的胡晏花指，「晚上
槍炮聲不斷，不斷有軍人開車從家門前路
過。」馬里政變發生突然，很多民眾紛紛表
示，沒料到平靜的巴馬科一夜間竟變成槍炮
佔領的城市。昨日早上，巴馬科滿街都是荷
槍實彈的軍人，不斷朝天鳴槍，大部分民眾
躲在家中不敢上街。
前日，馬里軍人前往總統府示威，與該處

軍人駁火，造成多人傷亡。中國駐馬里使館的官員
稱，當晚8時左右，兩輛載有7、8名軍人的車輛停在
使館門口，並與警衛發生衝突，軍人開槍威嚇，更
將警衛帶走。目擊者說，前晚9時左右，部分軍人闖
入總統府，總統杜爾在保鏢護衛下離開。

華駐馬里使館籲避免外出
馬里華聯會副主席張瑜指，當地華僑華人十分擔

心巴馬科的騷亂愈演愈烈，危及人身安全。中國駐
馬里使館已發出緊急提醒，要求在當地的中資機構
和華人注意安全，關注局勢發展，盡量避免外出及
靠近總統府、卡蒂軍營、國防部等敏感地帶。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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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兵變總統失蹤 搶砸華人酒吧

薩科齊：上恐怖主義網站違法

法連環殺手墮樓亡

法國警方在圖盧茲與連環槍擊案疑犯梅拉赫的對峙，昨踏入第二日，當局爆破門窗企圖

逼槍手投降失敗後，現場傳出兩下不明槍聲，再發生3次猛烈爆炸。內政部長蓋昂證

實，警方派出攝影鏡頭監視單位時，梅拉赫突然猛烈開火，還邊開槍邊跳窗逃走，

最終墮樓身亡。另據當地檢察官昨表示，槍手頭部中槍身亡。總統薩科齊強調瀏覽

支持恐怖主義網站的法國人，也會受法律懲罰。

警方早前切斷槍手藏身樓房的電力及煤氣，又關
掉附近街燈，將其重重包圍，並以夜視鏡監

察。發言人稱，當局採取精神及體力消耗戰，希望疑
犯就範。蓋昂指，梅拉赫當時衝出洗手間，同時以多
支手槍開火。報道稱，行動中有5名黑豹突擊隊
（RAID）成員受傷。檢察官指，槍手在3次槍擊案中
都攜帶攝影鏡頭，拍下殺人過程。

不見軍人 師生慘成替死鬼
法國國防部長龍蓋強調，期望生擒疑犯，讓他受法

律制裁及了解行兇動機，若有同黨亦可一網打盡。檢
察官莫林斯稱，疑犯毫無悔意，只說可惜無時間殺更
多人，還吹噓已「臣服法國」。蓋昂透露，槍手聲稱
周一第3度犯案時，找不到軍人為襲擊目標，於是轉
向猶太學校大開殺戒，4名師生慘成「替死鬼」。
對於輿論批評執法機關敏感度不足，未能阻止梅拉

赫殺人，蓋昂指法國中央國內情報局(DCRI)要追蹤的
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眾多，加上他們無明顯傾向在圖
盧茲地區犯案，亦無跡象顯示連環槍擊是有預謀。他
又承認，「獨狼」罪犯是可怕對手。

路透社早前報道，梅拉赫於2007年12月
涉嫌在阿富汗坎大哈放置炸彈，被判囚3
年。坎大哈省長辦公室回應稱，當地保安部隊從
未扣留梅拉赫，指報道毫無根據。梅拉赫代表律師埃
泰林表示，梅拉赫於2007年12月至2009年9月在法國
服刑，不可能身處阿國。

薩科齊：正查有否同黨
法國總統薩科齊前日於蒙托邦軍營出席3名遇害軍

人的喪禮，他站在蓋上國旗的靈柩前表示，法國絕不
會屈服於暴力，呼籲全國團結一致，但不要針對穆斯
林。他表示，當局正調查槍手是否有同黨。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致電薩科齊，慰問遇害者家

屬，並讚揚法國當局效率高，迅速鎖定疑犯，兩人表
明會決心對抗恐怖分子的野蠻行徑。與「基地」有聯
繫的聖戰組織「哈利法特戰士」昨發聲明承認發動圖
盧茲槍擊案，美國私營情報機構「搜尋國際恐怖主義
實體」(SITE)指，該組織曾承認在阿富汗及哈薩克施
襲。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澳洲頭號通輯犯內登潛逃7年後，昨日終於落
網。38歲的內登涉嫌殺害女表親及襲警等，
2005年逃亡後一直住在偏遠山區，過㠥動物般

生活，時常到附近農場偷取生活必需品。警方
根據線索將他包圍，內登企圖突圍，但被一頭
警犬咬傷腿部，束手就擒。
內登曾在屠場工作，涉嫌槍擊一名警察、謀

殺包括其女表親在內的兩人和猥褻侵犯一名15
歲少女。當局對他的懸賞金額高達25萬澳元(約
201萬港元)。他於2005年銷聲匿跡後，警方在
其寓所睡房內，發現一具24歲女子的屍體，證
實是其女表親。

山頂築營 食袋鼠肉維生
內登失蹤7年間一直在森林內匿藏，也試過在

山頂築營，據悉靠食袋鼠肉維生。在山頂上，

他可以望到遠方，一有異動便逃走。當地時間
昨日凌晨，警察將內登圍困在悉尼以北巴林頓
山區的一幢農舍內，內登試圖逃跑但被警犬撲
倒，緊緊撕扯住一條腿被擒。行動間雙方都沒
有開槍。
當局刊登他被捕的照片，他滿面鬍鬚、衣服

滿佈泥濘，沒有穿鞋子。內登其後被警方押送
往醫院，被警犬咬傷的雙腳裹上繃帶。
另一名疑同遭內登毒手的女表親，屍體至今

仍未尋回。她的父親表示，聽到內登被捕有如
「中了彩票」。警方表示，將在當地時間昨日稍
後起訴內登。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自從駐阿富汗美軍貝爾斯懷疑患上

「創傷後壓力症」(PTSD)，在當地屠

殺17名平民後，服役美軍的心理健康

頓成各方焦點。據報，當局正調查軍

中的心理治療部門有否因節省經費，

對患上PTSD的士兵胡亂診斷。

消息指，貝爾斯所屬的華盛頓州劉

易斯－麥科得聯合基地，早前被診斷

患上PTSD的士兵的病歷，有4成其後

被推翻或修改，但未確定貝爾斯是否

有份。陸軍部長麥克休指，已要求軍

方監察長到診療所搜證。

白宮前日否認悲劇發生前幾天，

事發村落附近曾發生炸彈襲擊、導

致有美軍受傷的說法。而貝爾斯的

律師稱，其當事人可能於昨日被起

訴。

「基地」組織領袖扎瓦希里前日在

網上發布錄音，號召阿國人奮起反抗

當地美軍。他引述美軍在阿國人屍體

上撒尿及焚燒《可蘭經》的行為，顯

示他們對穆斯林的態度。外界關注阿

國叛亂分子或利用錄音招募新血。

■法新社/美聯社/《紐約郵報》

美疑慳錢亂斷症
竄改士兵精神病歷

圖盧茲槍擊案發生後，法國

當局一度認為是新納粹分子所

為，總統候選人、極右翼國民

陣線黨魁馬琳．勒龐前日再發

表惹火言論，稱伊斯蘭原教旨

主義在法國崛起，勢力不容忽

視，聲言要將之「消滅」。

馬琳．勒龐接受特拉維夫一

家電台訪問時稱，法國不少大

城市的市郊已落入原教旨主義

者的控制，武器充斥，外國勢

力資金亦不停湧入。她批評

「伊斯蘭化」正侵蝕法國文

化，擔心穆斯林移民日益壯

大，相應訴求亦會增加。

以色列時事評論員葉米尼持

相反意見，認為問題出於法國

反猶太情緒高漲，直指該國極

左、極右分子與伊斯蘭「烈士」

出現大融合，共同對抗以國及

猶太人。

■路透社/法新社

法極右黨魁狂言：

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23歲的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梅拉赫涉及圖盧茲連
環槍擊案，身邊朋友皆大表驚訝，稱他雖喜歡夜
蒲，但從無談及武器、宗教、極端主義等敏感話
題，與普通青年無異，變成冷血殺手難以置信。
31歲的內德說：「3周前他還身處夜店，現在卻

聽說與『基地』有關，怎可能短時間內變成這樣？」
「波友」卡邁勒稱，梅拉赫謙遜有禮，平時兩人也
是「講車、講女仔」為主，沒料到他會殺人。
梅拉赫的代表律師埃泰林亦指他彬彬有禮，看來

完全融入社會，外界肯定不知道其不可告人的秘
密。埃泰林透露，梅拉赫於2007年因搶劫罪成入
獄，推測可能因此痛恨司法制度，為日後瘋狂投入
宗教埋下伏線。
埃泰林早於6年前認識梅拉赫，稱對方缺乏家庭

溫暖，母親和姐姐都管不了他。埃泰林上月最後一
次與梅拉赫見面，形容他日漸成熟，與暴戾形象完
全扯不上關係。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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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逃7年匿森林 澳擒頭號通緝犯

距4月22日法國總統選舉僅剩一個月，槍擊案不僅表
明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警鐘仍需長鳴，也突顯困擾法
國多年的移民與治安難題，勢將使大選的風進一步
「向右吹」。

移民和治安本來就是此次大選的熱門話題，而梅拉
赫的外來移民身份猶如火上加油。本月初，總統薩科
齊打出移民牌，在競選大會上高調倡議修改《申根公
約》減少非法移民，令人氣急增。而槍擊慘劇讓民眾
深感震撼，很可能導致民意更大程度地倒向在移民問
題上立場強硬的候選人。
在警方追捕槍擊案兇手和與梅拉赫對峙過程中，法

國社會對強力政府的呼喚似乎愈加強烈，無疑也給大
選發出新訊號。圖盧茲慘劇對薩科齊來說，是展示其
領導能力與決斷力的意外機會。作為現任總統，他對
危機的處理必然會影響選情。從他親赴圖盧茲「督戰」
的連串舉動，至少成功地讓媒體聚焦於其身上。
與美國不同，在歐洲許多國家，左與右的分野，主

要體現在對移民問題的態度上。種種跡象指，槍擊案
有可能使法國大選的風進一步「向右吹」。不論最後誰
在大選中勝出，更強硬的移民政策、更高效的反恐措
施、更強力的政府管理，或成為法國社會的趨向。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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