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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澤西州受「桑迪」衝擊，目前有逾200萬
人仍未有電力供應，近6,000人繼續在避

難所暫住。奧巴馬與克里斯蒂乘直升機視察災
情，並到大西洋城附近小鎮探望災民，強調政
府絕不會忘記災民，又確保他們獲得重建所需
的一切幫助。

民調：奧勝出機會增兩成
奧巴馬昨日才重新展開競選活動，為追趕

落後進度加緊步伐，馬不停蹄到威斯康星、
內華達及科羅拉多州拉票。分析指，奧巴馬
雖「停戰」3日，但因指揮救災頻頻曝光，展
現出總統應有的領導力，反而為自己加分不
少。相反，羅姆尼則因風災頭痛不已，「桑
迪」不僅打斷羅營早前的強勢，更分散選民
注意力。
蓋洛普前日民調顯示，54%受訪者認為奧巴

馬將成功連任，僅34%預期羅姆尼可入主白
宮。民調亦顯示，奧羅在支持率上雖叮噹馬
頭，但奧巴馬在9個關鍵搖擺州仍擁有些微優
勢，將成勝負分水嶺。
羅營早前在俄亥俄州推出廣告，斥責通用

汽車及佳士拿將職位移到中國，遭兩企公開
批評誤導選民。民主黨乘勢推出廣告狙擊共
和黨，令羅姆尼於該州選情受創。由於歷屆
共和黨人入主白宮必先要贏得該州，事件令

羅營分外緊張。

煉油廠漏30萬加侖柴油
「桑迪」吹襲期間，新澤西州有煉油廠儲油

罐破裂，近30萬加侖柴油流到紐約市對開海
面，清潔人員加緊清理。國防部派出近1萬名
國民警衛隊員到災區協助拯救災民、清理殘
骸、指揮交通，以及從空中估算災情。
受颶風重創的紐約市面則逐漸回復正常，由

於紐約地鐵昨僅部分路段復駛，不少上班族改
坐巴士，令車站擠滿人龍。也有人改為步行或
騎單車上班，或乾脆繼續請假。紐約拉瓜迪亞
機場昨日重開，提供有限度服務，迄今全球共
1.95萬班航班受「桑迪」影響停駛。
紐約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表示，目前曼哈頓

及布魯克林部分地區已恢復供電，但預料要今
明兩日才能全面恢復。

萬聖節「押後」一周
鑑於風災令民眾無法過一年一度的萬聖節，

克里斯蒂前日下令萬聖節「押後」一周，將每
年的萬聖節慶祝活動延至下周一舉行，希望讓
災民在風暴過後可重拾歡樂。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紐約

郵報》/《紐約每日新聞》/《華爾街日報》

紐約市華裔主計長劉醇逸前日
表示，「桑迪」令華爾街交易、
企業併購，甚至食品銷售受創，
衝擊紐約市經濟，每天造成2億
美元(約15.5億港元)永久性經濟活
動損失。紐約州長科莫前日要求
華府全數承擔風災造成的損失及
善後費用，估計約需60億美元(約
465億港元)。
劉醇逸稱，紐約市為應對颶風

一共花費2,920萬美元(約2.3億港
元)，比去年「艾琳」來襲時多一

倍以上，稅收料亦會因風災減少
數以百萬計美元。科莫指，州政
府預算緊張，希望聯邦政府能承
擔全數處理費用，兩名新澤西州
聯邦參議員也提出類似要求。

短期拖累美經濟
今季GDP或少2千億
專家估計，「桑迪」短期內將

拖累美國經濟表現，保險業恐面
臨70億至150億美元(約543億港
元至1,163億港元)風災索償，相

當於史上第3高。另有分析指，
「桑迪」將衝擊美國第4季經濟表
現，期內國內生產總值(GDP)或
減少250億美元(約1,938億港
元)。
「桑迪」令商戶無法順利營

業，對小企及時薪工人影響最
深。因小商戶購買的保險很少會
覆蓋自然災害造成的商業損失，
工人則沒有購買風暴造成工資損
失的保險。

■路透社/新華社/《時代周刊》

超強風暴「桑迪」重創美國東

岸，造成逾80人死亡，近600萬人

仍然停電。總統奧巴馬連續3日停

止拉票，以專心應對風災，前日更

到重災區新澤西州視察，獲對手羅

姆尼的盟友、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

蒂讚好。民調顯示，奧巴馬救災表

現獲八成選民支持，連近66%羅姆

尼支持者亦肯定其表現。

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作為

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的親密盟

友，與總統奧巴馬素不咬弦。

不過「桑迪」卻令兩名政壇死

敵團結起來，克里斯蒂前日陪

同奧巴馬視察新州災情，大讚

奧巴馬救災表現。現場氣氛和

諧溫暖，與一周前濃烈的選戰

火藥味形成強烈對比。

克里斯蒂對奧巴馬的讚美之

辭，在羅姆尼聽來難免分外刺

耳，加上「桑迪」令奧巴馬無

限曝光，羅姆尼只能「啞子吃

黃連」。他前日在拉票活動上，

一反常態未有攻擊奧巴馬，顯

然是他深明時勢已站在對手一

方。

奧巴馬過去數日暫停競選活

動，專心應對風災，獲外界一

致好評。眼看「主角」奧巴馬

站在舞台中央接受鎂光燈洗禮，羅姆尼這

個「配角」恐只能瑟縮舞台一角，咬 手

帕、哀怨地想：難道「天亡我也」？

美國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FEMA）今

次救災迅速、有力，表現獲得肯定，無疑

令羅姆尼極為尷尬。美媒「翻舊帳」

指，羅姆尼在去年初選中，主張救

災工作應由州政府主導，甚至計劃

削赤時向FEMA開刀。如今，他不得

不趕忙發聲明補鑊，保證一旦勝

出，將繼續資助FEMA，以確保該署

能順利履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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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日失15.5億 州長望華府打救

奧巴馬救災

■巴士站外排滿候車的乘客。 法新社

■克里斯蒂與奧巴馬的關係，因「桑迪」

變好。　 美聯社

「桑迪」導致紐約市多家醫院停
電水浸，過千名病人需緊急撤離。
有資深醫生形容，本周的醫療大災
難，是2001年「911」恐襲後最大挑
戰，亦為市內30年內最複雜處境。
西奈山醫學中心位處曼哈頓高

地，接收了紐約大學附屬醫院的64
名病人。病理學主管科爾東卡多佐

憶述，「911」當日他身在醫院，
當時有些病人染上肺病，有些則中
毒，但沒有重病或急症，不少送院
者已死亡，這次「桑迪」卻是真正
醫療緊急狀況。

醫護通宵留守
科爾東卡多佐稱，周一晚接收了

一名沒有電子病歷的重病者，僅附
有數張半濕透的文件，根本不知如
何處理。醫院共有650名醫護，大
部分都在醫院過夜，有些在會議桌
或汽車睡覺，有些通宵工作。他表
示，看到醫生團隊通力合作是件激
動人心和非凡的事。

■法新社

不少紐約市民
原本擔心風災會
導致大量老鼠逃
至街上，但暴風
過後，至今仍未
見「鼠禍」出
現。專家估計，
連日暴雨導致渠
道水流過急，老

鼠雖是「泳術高手」，料亦劫數難逃被淹死。
紐約市政府專家表示，剛出生的老鼠若沒有母親

保護，肯定必死無疑，最終可能減少市內老鼠數
量。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齧齒目專家稱：「老鼠會
被激流沖走，無力掙扎到水面呼吸，並會困在水
閘。他們絕對無力在急流中游泳。」據估計，紐約
地鐵中至少有2,800萬隻老鼠，大量鼠屍會否成為衛
生問題，則取決當局的清理速度。
此外，不少紐約居民在風災中與寵物失散，團體

至今接獲6,000宗尋回寵物求助。位於科尼艾蘭的紐
約水族館據稱在風暴時完全被淹沒，位於布朗克斯
及中央公園的動物園則一直處於關閉狀態。媒體
指，當局為風災提供不少數字，但唯獨沒有統計受
影響的動物數量。 ■《每日郵報》

「桑迪」逼使紐約證券交易所
連續兩日停市，交易所前日為恢
復運作，不但自備發電機供電，
職員亦克服封路、路面積水的障
礙，趕回工作崗位，決心為恢復
紐約正常運作出一分力。
紐交所首席營運長萊博維茨與

一眾員工為準時9時30分開市，早
於清晨5時45分已到達交易大堂，
有管理層甚至前一晚已抵辦公
室。很多交易員因被困新澤西州
和紐約州的交界區域，無法到達
辦公地點，不少企業稱，鑑於紐
約路面狀況，若員工住宅有電力
供應，普遍會選擇在家工作。
紐交所發言人表示，復市當日

約有數百名交易員、券商、經紀
和支援人員上班，部分公司出勤
率偏低。由於時值10月就業報告
發表前夕，加上下周二大選，投
資者前日交投較淡，市況亦較平
靜。

■《華爾街日報》

風災令紐約大規模停電，最先恢
復電力的曼哈頓銀行區前日更出現
「電力擠提」情況，大批居民湧到
銀行，尋找Wi-Fi上網及電源為手提
電腦和手機充電（見圖）。
數十萬紐約居民及遊客因為停

電，無法為電子產品充電，非常不
便，很多人趁商用電力恢復後，湧
到銀行大堂、藥房、24小時食肆及

酒吧等，尋找插頭充電。除電力
外，很多人亦借用銀行的Wi-Fi上
網。
「桑迪」衝擊紐約運輸系統，多

個地鐵站水浸，昨日仍有9條線停
駛，大批民眾轉搭巴士。但有上班
族等車等得不耐煩，索性徒步回
家。當局為免私家車過多導致交通
混亂，規定每輛車必須至少載3個

人，才能橫跨主要大橋。紐約州長
科莫宣布，火車、巴士和地鐵昨日
和今日全部免費。

■法新社/《華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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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湧銀行充電上網

美醫生︰「桑迪」挑戰如「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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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街道上有鼠屍出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超市內很多食物因風災

變壞待棄。　美聯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居所化

成爛木，

兩名災民

相 擁 痛

哭。　

路透社

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民望增

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死逾80人「桑迪」過後拉票恢復　紐約人步行上班

民望增
—

陳
國
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