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總理吉拉德昨於國會發表
講話，就政府於1950至1970年
代，強制帶走未婚母親新生嬰的
領養政策致歉，並擬投放500萬澳
元(約3,982萬港元)，為受影響的家
庭提供支援服務，以及幫助骨肉
分離的家庭團聚。是次出席的逾
800名受害人聽到道歉後，紛紛起

立鼓掌，不少人熱淚盈眶。
政府在1951年至1975年奉行強

迫領養政策，威脅未婚媽媽必須
放棄骨肉，供結婚夫婦領養，聲
稱是為孩子的利益 想。參議院
調查發現，不少未婚媽媽在寶寶
出生前，被迫簽署領養協議，估
計涉及約22.5萬名嬰兒。及後嬰兒

的出生紙寫上領養父母的姓名，
令親母難以尋回兒女團聚。
吉拉德表示，國會就強逼母子

分離、為他們帶來終生痛苦的政
策，承擔責任及致歉。她說︰
「對於這些剝奪母親愛護和照顧孩
子的可恥政策，我們深表遺憾。」

■美聯社/法新社

作為澳洲首位女總理，吉拉德的強硬敢言在
國際上贏得不少掌聲，但在家鄉卻未能爭取到
選民擁戴。不過，強勢性格昨日再次挽救了她
的地位，當面對黨內反對者逼宮，她不僅未有
退縮，更要求對方在計謀失敗前「好好表現」。
吉拉德去年10月在演講中提到保守反對派領

袖阿博特時，暗諷對方有性別歧視及厭惡女性
的傾向，言論惹火，片段在網站YouTube獲得

過百萬點擊率。她稱自己是個擁有強大內在力
量及沉穩的人，不易受他人意見動搖。
吉拉德出身左翼工黨，被形容為務實、狡

黠。財長斯萬表示，吉拉德在政治生涯中一直
是個「強悍得可以的人」。她2010年向時任總理
的陸克文發動「政變」，從副總理躍升總理，但
逼宮事件從此成為她的政治生涯陰影，令其民
望自同年8月以來一直低於對方。 ■法新社

強制領養政策致骨肉分離 吉拉德道歉 強悍狡黠 轟反對派歧視女性

澳洲總理吉拉德2010年逼走前總

理陸克文後，民望屢屢下挫，有閣

員不忍眼白白任由工黨在9月大選

時落得敗選下場，昨日導演了一場

逼宮戲。可惜陸克文不領情，堅持

不肯與吉拉德競逐黨魁。3度連任

黨魁的吉拉德雖憑得票令「叛徒」

收聲，但不代表民心從此歸順，昨

日的勝利只是一剎那光輝。

反對派自由國家聯盟黨領袖阿博

特乘內閣逼宮之際，在國會動議向

政府投不信任票，惜差3票不能成

事。這3票之差反映吉拉德及其少

數派政府地位岌岌可危，若她的民

望在未來數月內無起色，甚或繼續

下挫，不難想像反對派將在9月前

再次動議不信任投票，逼吉拉德提

前大選。

吉拉德昨成功留任黨魁，雖然無

助解決工黨內部分歧，卻保住關鍵

獨立人士對執政黨的支持，令工黨

得以苟延殘喘。若吉拉德昨日敗

陣，該黨可能因部分支持勢力離去

而喪失執政合法性，令大選提前，

不利於民望目前遠遠落後於自由國

家聯盟的工黨。

吉拉德2010年逼走歷來最受擁戴總理之一的陸

克文，許多選民對她謀朝篡位懷恨在心。雖然澳

洲經濟連續21年錄得正增長，但選民傾向認定吉

拉德領導經濟無方。鑑於阿博特的經濟政策與吉

拉德大同小異，即使工黨政府倒台，對澳洲經濟

發展料不會有大影

響。

吉拉德孤注一擲，昨日下午在首都堪培
拉召開黨大會並舉行黨魁選舉。去年

2月挑戰吉拉德黨魁地位失敗的陸克文宣
布，因缺乏壓倒性支持，故不會參選。在
主要對手缺陣下，吉拉德以全票當選，財
長斯萬亦以全票連任副黨魁。表態支持陸
克文的克林昨被罷免部長職位。
吉拉德連任黨魁後表示，有關黨內領袖

的爭議已解決，結果毋容置疑，她已準備
好繼續領導國家。陸克文在去年第2度

敗於吉拉德後，承諾除
非獲黨內絕大部分
人支持，否則不會
再次挑戰她。他

昨表示不打算違背諾言。身為工黨資深成
員的克林警告，黨內不團結將「殺死」工
黨。

反對派趁機推不信任動議失敗

最大反對派自由國家聯盟領袖阿博特，
昨嘗試推動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但失敗。
他表示，只要陸克文與吉拉德繼續身處國
會，工黨的「內戰」就不會結束，又指解
決政府的僵局及危機刻不容緩，呼籲吉拉
德立即舉行大選，不應等到9月。

民望僅陸克文一半 9月大選勢危

周一民調顯示，多達62%受訪者樂見陸
克文出任工黨黨魁，支持吉拉德的只有
31%。同一調查指，工黨支持度為44%，落
後於自由國家聯盟的56%。外界普遍預料
吉拉德於9月大選中大敗，執政黨將喪失約
20個國會議席。阿博特承諾若該黨勝出大
選，將撤銷針對煤礦及鐵礦收益的30%稅
項，亦撤銷不受大眾歡迎的碳稅。
金融市場對昨日突如其來的逼宮事件反

應不大，澳元匯價企穩1.038美元。澳洲西
太平洋銀行高級貨幣策略師卡洛認為，即
使吉拉德昨日被拉下馬，對宏觀經濟及澳
元的影響亦相當輕微。若9月大選後執政在
野黨易位，澳洲經濟前景及息口料不會有
大改變。
■路透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悉尼先

驅晨報》/澳洲新聞網/《衛報》/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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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聯社昨日報道，朝鮮昨早發出空襲警報，相
信是軍事演習的一環。對於美國在美韓聯合軍演
「關鍵決斷」中出動可搭載核彈頭的B-52轟炸機，
朝鮮斥之為「不可寬恕的挑釁」，警告美國不應
忘記，關島、日本本土及沖繩的海軍基地均在朝
鮮精準攻擊的射程範圍內。

黑客疑盜用華IP攻韓

朝方昨日舉行空軍演習，以回應美軍在軍演中
讓B-52轟炸機飛越朝鮮半島。朝中社昨報道，朝
鮮將於下月1日在首都平壤召開第12屆最高人民

會議第7次會議，外界關注朝方會否在會議向美
韓發出威脅訊號。
韓國調查前日的網絡攻擊事件後發現，黑客IP

地址來自中國，但黑客也可能從其他地方通過中
國IP地址施襲，有韓國官員認為這反映朝鮮是幕
後黑手。韓聯社指，朝鮮黑客曾多次通過中國互
聯網攻擊韓國機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表示，網絡黑客攻擊

是全球性問題，具有匿名、跨國和欺騙性特點，
盜用別國IP地址進行網絡攻擊是黑客慣常作法。
中方一直倡導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

絡空間，制訂相關規則，服務於國際社會的共同
利益。
韓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朝鮮未來或侵入運輸及

電力系統等重要基建或金融網絡的薄弱環節，同
時進行多方面網絡攻擊。韓國前日共6家機構遭
黑客入侵，涉及的3.2萬台電腦估計要最多5天才
能完全恢復運作。以美國為基地的人權組織「朝
鮮人權委員會」稱前日遭黑客攻擊，委員會網站
首頁暫停運作數小時。

■路透社/美聯社/新華社/中通社/中央社/

韓聯社/共同社

朝發空襲警報 威脅攻擊駐日美軍基地

澳洲總理吉拉德昨遭藝術部長克林逼

宮，指執政工黨內部因領導人選而起的

爭議持續已久，要求吉拉德退位讓賢。

吉拉德迅速回應，宣布即日舉行黨魁選

舉。被視為最大對手的前總理陸克文由

於無足夠支持，在最後一刻決定不參與

角逐，令吉拉德順利連任黨魁，暫時化

解管治危機。

剎
那
光
輝
不
代
表
永
恆

林
嘉
朗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圖左）昨會晤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上圖右），後者強調以
巴和平不能通過武力、侵佔及強建殖民區等方
式來達成。奧巴馬同日表示完全支持巴勒斯坦
成立主權國家，指已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反映，在約旦河西岸加速興建猶太人聚居地的
行動無助實現和平。
奧巴馬到訪巴勒斯坦自治區拉姆安拉前，兩

枚火箭炮從加沙地帶射向以國南部城鎮，無人
受傷。以國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是幕後
黑手，奧巴馬及阿巴斯均譴責行動。這是自去
年11月以巴簽訂停火協議後第2次同類攻擊。
巴勒斯坦約150名示威者高舉反美標語，有

人焚燒奧巴馬肖像及美國國旗，抗議美國偏袒
以國。

促外交手段解決伊朗擁核

奧巴馬前日與內塔尼亞胡會面時提及伊朗核
問題，雙方同意以國有權自衛。伊朗最高精神
領袖哈梅內伊昨日警告，若以國向伊朗發動軍
事攻擊，伊朗將「殲滅」以國城市特拉維夫及
海法。
美、以兩國認為伊朗距離擁核只餘1年多時

間，奧巴馬承諾會以「必要行動」加以制止，
重申願以外交手段解決問題。內塔尼亞胡亦放
軟態度，增加外交協商空間，美以關係加強相
信將對伊朗產生新壓力。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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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一名8歲男童去年12月被
蝙蝠咬傷後，延至上月不治，成
為該國第3名「澳洲蝙蝠瘋狗症」
(ABLV)死者。專家發出警告，要
求全球民眾遠離蝙蝠，指該疾病
沒有效治療方法，亦不排除人傳
人。
男童與家人去年12月在昆士蘭

省旅遊時被蝙蝠咬傷，3周後出
現抽筋、背痛、發燒及漸進性腦
疾等症狀。醫生其後驗出瘋狗症

病毒，男童在上月22日不治。

越南再現皮膚怪病

另外，越南中部廣義省貝托縣
近日再次出現皮膚怪病，引發居
民擔憂。衛生部調查稱，病因是
民眾長期食用過期發霉大米，但
專家認為是雅司病。該縣自前年
4月至本月8日，有逾220人患此
怪病，其中24人死。

■法新社/中央社

美國科羅拉多州戲院槍擊案發
生至今已8個月，科州州長希肯
盧珀前日簽署槍械管制法案，禁
止彈匣容量超過15發，並審查購
槍者背景。不過，僅在法案簽署
前數小時，該州懲教局局長克勒
門茨竟在家中遭槍殺，槍手行兇

的時機令人懷疑，亦可能與克勒
門茨的工作有關。
著名樂隊披頭四的主音約翰連

儂遺孀小野洋子，於結婚44周
年，在twitter上載一張和亡夫的
合照，支持華府控槍法案。
■法新社/美聯社/英國《太陽報》

遭蝙蝠咬傷澳童染瘋狗症亡

科州簽控槍案前夕獄長在家遭轟斃 俄羅斯畫家切奇科夫的

名畫《中國女孩》原作前

日在倫敦拍賣，以150萬

美元(約1,164萬港元)由格

拉夫珠寶主席格拉夫投

得，比估價超出近倍，創

下切奇科夫畫作拍賣價新

高。 ■法新社/美聯社

《中國女孩》
1164萬拍出

■吉拉德(中)與支持她的閣員步入國會。右

為斯萬。 路透社

■陸克文因無壓倒性支持，放棄

參選黨魁。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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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德就強制領養政

策道歉後，有婦女擁抱

她時激動落淚。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