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全美航空公司一架前日從法國巴黎飛往北卡羅
來納州夏洛特市的波音767客機，因機上一名法國女乘
客聲稱體內有「手術植入的裝置」而引起安全擔憂，
機長決定改飛緬因州，在兩架戰機護航下，安全降落
班戈機場，機上179名乘客和9名機組人員無恙。

情緒不穩乘客聯手制服
美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彼得．金的辦公室證

實，一名喀麥隆裔法國女乘客在機上向乘務員遞了一
張紙條，稱她體內有「一個經手術植入的裝置」，但她
既沒說那是炸彈，也沒有發出安全威脅。由於她情緒
不穩，附近乘客協助把她制服在地上。機組人員緊急
要求機上當醫生的乘客對該女子檢查，也沒有在她身

上發現任何最近手術留下的疤痕。

兩F15護航法女被拘
出於安全考慮，美航空安全部門命令該客機改變航

線，改降在緬因州的班戈機場。美國北美防空司令部
派出兩架F15戰機升空護航。飛機安全降落後，緬因州
警方、美聯邦調查局和反恐部門專家立即調查事件。
據相關部門透露，此事與恐怖活動無關，涉案法國女
乘客被執法人員逮捕，將接受精神檢查，或被控干擾
機組人員。

機上乘客表示，他們對緊急情況絲毫不知情，也不
知道自己搭乘的飛機在兩架戰機護送下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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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疏散乘客，並拘捕法籍婦女。 網上圖片

狂婦體內藏「詐彈」美客機半空驚魂

調停票站衝突 警員中槍亡
為期兩天的埃及總統大選，於昨晨8時在全

國27個省區拉開帷幕，共5,000萬名合資格本
土選民可選出新總統；海外選民投票已於本月
17日結束，目前尚未公布結果。投票前夕，兩
名候選人的支持者在開羅一個票站外發生衝
突，一名警員介入調停時中槍身亡，另有一人
受傷。

在13名候選人中，前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
高級成員福圖赫、前埃及外長兼前阿拉伯國家
聯盟秘書長穆薩、前總理沙菲克和穆兄會候選
人穆爾西之間的競爭尤為激烈。穆薩和沙菲克
屬世俗派；福圖赫與穆爾西則屬伊斯蘭勢力。
兩派勢力中，穆薩和福圖赫都具有一定號召
力。選前民調顯示，穆薩的支持率繼續領先。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問題專家陳雙

慶認為，穆薩勝在擁有執政經驗，但缺點在於
其「舊政客」身份，或受到部分選民抵制；穆
兄會候選人在農村支持率不可小覷，但須面對
現執政軍政府強調埃及保持世俗制度的現實。

中方冀埃選舉順利 實現穩定發展
多項民調顯示，在13名候選人中，上述4人

名列前茅，若無人得票過半，最高票兩人將進

入下月16至17日的決選，最終結果於同月21日
公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表示，中方
希望埃及總統選舉順利進行，政治進程平穩推
進，國家實現穩定與發展。

埃以關係恐惡化 海灣憂「輸出革命」
今次大選是埃及歷來首次讓民眾一人一票選

出領導人，哪一派掌政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很
多候選人聲言要修改埃及和以色列於1979年簽
訂的和約，若伊斯蘭或左翼候選人當選，在以
巴問題上支持巴勒斯坦，將令埃以關係更緊
張。海灣地區去年經歷「阿拉伯之春」反政府
浪潮，不少政權至今仍岌岌可危，穆兄會候選
人穆爾西早前大派定心丸，稱倘當選也「不會
輸出革命」。

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前日承諾，總統選出後
將結束過渡期，軍方將向民選政府移交權力，
還保證在選舉中保持中立。

逾2萬士兵維持治安
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決定，抽調2.2萬名正

規軍士兵，協助維持選舉期間的治安。當局亦
動員1.45萬名法官監督選舉，來自歐盟、非
盟、阿盟的國際觀察員，將共同監督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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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料不過半 次輪決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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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幫」激戰穆兄會

埃及昨日舉行「末代法老王」穆巴拉克倒台以來首場總統選舉，共12名候選人

參與，當中最矚目的是前穆巴拉克政權官員與伊斯蘭勢力之間的對陣。選前民調

顯示，約1/3選民仍未決定投票意向，預料無人能在首輪投票中得票過半，需下

月舉行次輪投票決勝負。外界關注新總統能否帶領埃及走出經濟困境；西方則擔

心伊斯蘭勢力上位，危害雙方關係。

俄試射新洲際導彈 突破歐導彈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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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首次以民主方式選舉總統，多達12名候選人角逐總

統寶座，分別代表伊斯蘭勢力、前總統穆巴拉克舊勢力和

自由派等。表面上這是場百花齊放的選戰，與穆巴拉克時

代「一言堂」的沉悶政局大相徑庭，但在軍方和官僚舊勢

力陰霾下，選民實際上沒太多選擇。

穆巴拉克鐵腕統治埃及逾30年，極力壓制伊斯蘭勢力發

展，禁止穆斯林兄弟會參政。穆氏倒台後，穆兄會報復式

回歸政壇，在國會眾議院獲逾四成議席，盡顯穆兄會深得

低下階層支持，並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穆兄會在今次選舉繼續成

為焦點，代表穆兄會出選的穆爾西，以及前高級成員福圖赫，皆

是熱門人選。

穆兄會若再下一城贏得大選，將同時稱霸立法和行政機構，官

僚、軍方、情報組織和商界等傳統勢力自然不敢怠慢。半官方的

《開羅日報》前日就刊登三大版，唱衰穆兄會，標題寫 「小心

軍事政變︰穆兄會掌政的可怕未來」。另一份開羅報章更警告，

伊斯蘭勢力掌權將是「末日」，令社會秩序崩潰、動亂四起，更

會殺盡政敵。

由於主要候選人之間勢均力敵，大選料將進入次輪投票，結局

仍撲朔迷離。在經歷60年獨裁統治後，埃及人仍對軍方的角色

懷有戒心，認為軍方操縱選舉，因此無論誰當選，埃及政治發

展的關鍵，在於民眾是否願意尊重大選結果，承認新總統的合

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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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戰略火箭兵發言人科瓦利昨日宣
布，俄軍當天在位於阿爾漢格爾斯克州的普
列謝茨克發射場，試射了一枚新型洲際彈道
導彈。北約日前剛宣布啟動首階段歐洲導彈
防禦系統，俄軍此時試射為穿透導彈盾而設
計的新型導彈，挑戰意味極濃。

俄新社援引科瓦利表示，俄戰略火箭兵和
空天防禦兵的聯合編隊，於莫斯科時間昨日
10時15分(香港時間下午2時15分)，用移動發
射裝置試射了這枚導彈。導彈命中既定目
標，達到試射目的，為檢驗現階段研發新導
彈的技術方案提供數據參考。

處研發階段增核作戰能力
這種新洲際導彈目前還處於研發階段，俄

軍方沒透露更多細節。但科瓦利表示，新導
彈將強化戰略火箭兵的核作戰能力，包括提
高在建反導系統的能力。它在最大程度上，
使用俄研發第5代導彈系統中獲得的新產品
和新技術，使導彈製造成本和時間大減。

新導彈還未有正式名稱，使用由現役白楊-
M彈道導彈提升的技術。多位消息人士皆
稱，新導彈能穿透美國推動的歐洲導彈防禦
系統。　 ■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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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情報部門耗資20億美元(約155
億港元)，在西部小城鎮布拉夫代爾建
設全球最大間諜中心，以監視全球對
美國懷有敵意或影響華府利益的地
方，甚至成為美國在「網絡戰爭」中
重要一環。中心預計將於明年9月落
成並投入使用。

阿根廷《號角報》網站報道，布拉
夫代爾位於荒涼多山的猶他州，城內
人口僅約7,000人。美國國家安全局將
在此建立一個巨大的數據中心，專攻
通訊和網絡分析業務，其能力和資源
甚至遠超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

布拉夫代爾數據中心非常龐大，規
模是美國國會山的5倍，將配備最現
代的技術設備，以攔截、存儲、破
譯、分析全球複雜的通訊網絡。中心
內運轉速度極快的電腦將收集從衛星
上接收、從手機或網絡攔截的大量訊
息，然後概括分析，確認可為國家安
全局所用的重點內容。　 ■中新社

在1955年發明了
全球首個無線電視
遙控器的尤金．波
利(左圖)，周日與世
長辭，享年96歲。
波利的長年僱主、
電視生產商Zenith
Electronics前日發表

聲明，表示波利在伊利諾伊州道納葛
洛夫的醫院去世，死因是自然死亡。

波利於1915年出生在美國芝加哥，
1935年加入Zenith，開始工程師的生
涯，1955年發明「閃光助手」(Flash-
matic)遙控器(右圖)，一種類似手電筒
的裝置，可遙控電視開關並切換頻
道。到1960年，超聲波遙控器Zenith
Space Command面世，此技術終於告
成。

二次大戰期間，波利在Zenith開發美
國軍事雷達系統，稍後協助開發按鈕
式汽車收音機以及影音光碟，後者為
今日DVD光碟前身。波利開電視無線
遙控裝置之先河，他為Zenith工作了47
年，獲得了18項美國專利，1997年與
Space Command遙控器的發明者艾德
勒共享艾美獎殊榮。 ■美聯社/法新社

■乘客合力把鬧事女乘客制服在地。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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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派軍隊協助維持投票秩序。 法新社

■俄國試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網上圖片

電視無線遙控之父逝世

選民冀新總統「為國家動手術」
埃及舉行歷史性總統大選，民眾踴

躍投票。在首都開羅一個票站，數百
人在投票前一小時就在站外排起逾
100米長龍，秩序井然。有選民
難掩興奮心情，坦言「這是
埃及美好的一天」。選民希
望新總統能重振埃及經
濟，提高民眾生活水
平，穩定局勢。一名
選民說︰「我們需
要一位能在上台後
立即為國家動手
術的總統。」

來自開羅南部的易卜拉欣眼
泛淚光地表示，他因患癌可能不久於

人世，所以今天為了自己的後代而來
投票。阿歷山大市的大學生阿里表
示，以往從未試過投票，今次大選是
全新經歷，並令他感受到自己是國家
的一分子。 ■路透社/美聯社

■開羅一名選民向票箱

放進選票。 美聯社

兩派四雄相爭
世俗派︰

穆薩（75歲）

－曾擔任埃及外長和阿拉伯國

家聯盟秘書長。

－外交經驗豐富，且熟諳埃及

政治和經濟問題。

－提倡克服貧困、失業和文

盲，並強調政治改革。

沙菲克（70歲）

－曾擔任空軍司令，並在穆巴

拉克辭職前後短暫擔任總

理。

－軍人出身的他強調恢復國家

安全，若當選「將在24小

時內結束無政府狀態」。

伊斯蘭勢力︰

穆爾西（60歲）

－穆斯林兄弟會最高決策機構

指導局的成員。

－利用清真寺等宗教場所拉選

票，極力宣傳實施伊斯蘭教

法。

福圖赫（61歲）

－曾長期擔任穆斯林兄弟會高

級成員，觀點與穆兄會區別

不大。

－自稱溫和伊斯蘭派，但堅持

建立實行伊斯蘭教法和民主

的國家。

■法新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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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投票。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