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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成員、寶血會培靈學校小學女教師林慧思

早前用粗口辱罵警員，受到社會廣泛批評。有關批

評本來是就事論事，但反對派卻標榜林慧思為「香

港榜樣」，引發了眾怒。試問，一個用粗口辱罵警員

「八婆賤人八公」的教師，怎可成為港人的「榜

樣」？這是對港人的侮辱，是對社會公義的挑釁，

包括家長團體、紀律部隊團體在內的社會各界理所

當然要辨明是非，激濁揚清。反對派人士卻反過來

指責社會輿論對林慧思「抓住不放」，這完全是混淆

是非、本末倒置。

若不是反對派將事件政治化，喋喋不休將林慧思

抬高到「香港榜樣」的高度，將她吹捧成「仗義英

雄」，極盡袒護抬舉之能事，又怎麼會引起社會的激

烈反彈呢？眼見引發眾怒，林慧思和反對派又宣稱

「事情到此為止」，又怎麼能堵住悠悠眾口呢？林慧

思必須向被她辱罵的警員誠懇認錯和道歉，反對派

必須停止「盲撐」辱警教師，社會公憤才會平息。

當然，這也絕非「事情到此為止」，林慧思挑釁警

權，阻礙警方辦公，其滋事行為已涉嫌干犯公眾地

方行為不檢罪，其不合作和辱罵警員已涉嫌構成妨

礙警方執行職務罪和襲警罪，應被依法追究刑責。

同時，林慧思的行為也違反了《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中「應尊重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的規定，

學校和教育當局應進行調查，決定是否對林慧思作

出應有的處罰。

林慧思用粗口辱罵警員，其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最早報道林慧思辱警事件的《蘋果日報》動新聞也

不得不採取了批評態度。但《蘋果日報》知道林慧

思同其父都是社民連黨員後，立即收回新聞影片，

反口力撐林慧思是「正義女神」。緊接 ， 反對派全

面動員，「盲撐」林慧思是「香港榜樣」，這才激起

社會公憤。試想，如果香港社會能夠容忍辱警教師

成為「榜樣」、「楷模」和「英雄」，社會良知和公

義何在？正如正作退休前休假的警司劉達強所說：

「一個為香港長治久安的人一定要站出來，將歪理、

悖論、不義掃出香港。」 顯然，反對派「盲撐」引

起的社會公憤並非針對林慧思一個人，而是針對反

對派顛倒是非的歪理邪說。

本港法治舉世稱譽，而警隊是本港法治的守護

神。林慧思辱警以及反對派為袒護林慧思抹黑警

隊，是對本港法治的嚴重挑釁和衝擊。在反對派日

甚一日挑釁警權的情況下，警隊在執行職務時儘管

遇到很大困難，但仍然堅持公正、文明和不偏不倚

執法，令泛政治化的香港保持了社會秩序和穩定。

市民看在眼裡，上周日市民「支持警隊嚴正執法」

的集會，正反映公道自在人心。 (相關新聞刊A3版)

新西蘭 天然公司日前發現有乳製品

加工原材料濃縮乳清蛋白粉受肉毒桿菌

污染，超過8萬罐懷疑受肉毒桿菌污染的

牛欄牌嬰幼兒奶粉流入全港零售市場。

大量可能受污染的奶粉流入市場，不但

威脅嬰兒健康，而且損害本港購物天堂

美譽。當局應全面檢查來自新西蘭的奶

類製品，必要時應研究暫停進口相關的

奶粉或其他奶製品，堵截受污染的產品

源頭，保障嬰兒健康，也加強旅客來港

購物的信心。

肉毒桿菌的毒素是危險物質，可令人肌

肉癱瘓甚至危及生命。由於幼兒處於成長

期，抵抗力較成年人弱，容易受到感染，

目前有多達8萬罐受污染奶粉流入本港市

面，容易形成潛在食品危險，家長擔心幼

兒曾服用有關產品影響健康。特區政府應

對 天然奶品原材料相關的奶粉重點抽

查，並密切聯繫其供應商，確保沒有漏網

的問題奶粉流入本港市場。

香港是購物天堂，銷售產品有品質保

證，一直吸引內地以至世界各國旅客來港

購物消費。然而，這次涉及安全問題的

天然公司，是全球最大乳製品出口商，而

涉事產品乳清蛋白原材料主要作為食品原

料使用，可製成很多不同食物，當中涉及

多種奶製品從零售渠道出售。不少大型麵

點和奶製品生產企業都有使用 天然生產

的黃油、奶油和奶酪。如果香港仍有相關

受污染產品出售，將削弱旅客來港消費意

慾。因此，當局必須高度重視事件，將檢

測範圍擴大，以挽回市場的信心。

目前，國家質檢總局已經停止從新西蘭

進口 天然生產的乳清蛋白粉和濃縮乳清

蛋白，以及在澳大利亞生產的以 天然乳

清蛋白粉為原料的嬰幼兒奶粉基粉。為確

保本港出售奶製品安全可靠，讓家長和旅

客放心購買優質產品，特區政府除了要全

面檢視市面出售產品外，亦應從源頭入

手，研究暫時停止進口有關受污染產品，

避免再有問題產品流入市面，這不僅保障

香港市民健康，也維護香港購物天堂的美

譽。特區政府應和質檢總局聯繫，掌握可

能受污染產品的全面準確消息，保證輸港

乳品安全。

(相關新聞刊A1版)

反對派標榜林慧思為「榜樣」引發眾怒 加強入口檢測堵截問題奶粉

掩飾索料時間 剝奪被告公平審訊權疑違憲

緝毒署華府私通情報
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無孔不入，路透社昨報道，美國緝毒署(DEA)一個秘密單位

把取自截聽、線人及電話紀錄資料庫的情報交給全國多個機關，協助這些機關刑

事調查本地民眾。文件顯示，探員會按指示，不向辯護律師、檢察官和法官等披

露調查開始時間。有專家及律師指，這令被告無法翻查證據來源，找出有利疑

點，公平審訊權利被剝奪，有違憲之嫌。

DEA
秘密單位「特別行動組」(SOD)在
1994年成立，聯邦調查局(FBI)，

中央情報局(CIA)、國家安全局(NSA)、國稅
局、國土安全部亦有類似單位，初期主力打擊
拉丁美洲販毒集團，職員由數十增至數百人。
目前SOD部分工作屬機密，亦無公開位於弗
吉尼亞州的辦公地址。路透社取得的DEA文件
均註明「執法敏感」類別，代表須保密。

「重建」調查線索 無關國安

報道指，涉及案件多與國家安全無關，但這
批無註明日期的文件顯示，聯邦探員均接受過
「重建」調查線索訓練，能有效掩飾消息來
源。聯邦法院前法官、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格
特納表示，國安局監控尚可被視為打擊恐怖分
子，但DEA針對毒販、洗黑錢等一般罪犯，做
法比國安局更令人困擾。DEA上級部門司法部
拒絕回應。
DEA兩名資深職員辯稱，「重建」調查線索

不但合法，而且每日常用。有前聯邦探員指
SOD只單向提供線索，例如「在某檢查站，
某時候搜查某車輛」，然後當局會通知州警截
停該可疑車輛，派緝毒犬搜索，當有人被捕，
探員會訛稱在檢查站才剛展開調查，文件稱此
過程為「平衡建構」。

前職員：如黑錢變「乾淨錢」

路透社訪問的多名前探員均證實曾使用「平
衡建構」，前DEA職員塞蘭德表示，情況儼如
洗黑錢後，做手腳令它變成「乾淨錢」，稱了
解外界憂慮原因。
DEA官員表示，包括電話紀錄及網絡資料的

DICE資料庫約有10億個紀錄，主要是DEA透
過傳票、拘捕及搜查令合法取得，紀錄保留一
年後會銷毀；美國約10萬名執法探員曾登入該
系統，搜索毒販線索。報道稱，SOD亦會與
其他機關分享外國政府截聽到的情報。

■路透社

美延長關使領館 恐怖分子或體藏炸彈施襲

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揭發華府大規模監
控全球，當局至今含糊其詞，激起民憤。民間
組織「復興第4修正案」前日在最少20個城市
發起「1984日」示威，借英國作家奧威爾名著
《1984》名句「老大哥在看 你」，要求華府即
時停止非法監控，保障民眾不受無理搜查及拘
捕的權利。
「復興第4修正案」在上月4日美國國慶日發

動首次反監控示威，紐約、三藩市、洛杉磯、

首都華盛頓等前日響應，活動包括電影觀賞、
集會及遊行等。
紐約市有400人參與，部分示威者戴上總統

奧巴馬、前總統布什及紐約警察局長凱利的面
具，諷刺他們狼狽為奸，並不滿當局針對監控
穆斯林。他們遊行至電訊商AT&T的大樓，不
滿其協助監控。一名10歲女童稱在電郵與朋友
聊天也受監控，令人難以置信。
眾議院上月僅以12票之差否決限制國安局收

集民眾通訊權力的修正案，加州選民不滿眾院
民主黨領袖佩洛西支持當局監控違背原則，三
藩市民眾前日在她所屬選區遊行。

要求復興第4修正案

「復興第4修正案」發起人德恩貝格稱，輿
論已傾向反對國安局肆意監控，計劃趁國會昨
開始休會，密切接觸參眾議員以向當局施壓。
XMission主席阿什當指，國安局行徑公然踐踏
憲法第4修正案，又意圖隱瞞國會，他要求國
會加強監管。 ■今日俄羅斯/霍士電視台/

《衛報》/《華盛頓時報》

美國加強防範恐襲威脅，國務院前日宣布19
個駐西亞和非洲使領館繼續關閉至周六。有美
國高官透露，當局關注有恐怖分子使用植入身
體式爆炸裝置，避過探測器發動襲擊。眾議院
情報委員會成員希夫認為，國安局大規模搜集
民眾通訊紀錄，與掌握恐襲陰謀無直接關係。
輿論亦質疑華府為「稜鏡」(PRISM)等監控開
脫，不惜誇大恐襲威脅。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報道，駐中東

美軍已進入高度級戒備狀態，海軍陸戰隊做好
一小時內趕到出事地點的準備。
美國繼續關閉駐19國使領館，新增的有馬

達加斯加、布隆迪、盧旺達及毛里求斯。
但美國駐孟加拉、阿爾及利亞、毛里塔
尼亞、阿富汗及伊拉克的9個使領館
昨重開。英國及法國宣布駐也門
領事館後日重開。
■美國廣播公司/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斯諾登洩密是愛國還是賣國引起熱議，但維基百科網站的斯諾
登條目描述，忽然由上周五早上的「洩密的美國人」，到下午改
為「異見人士」(dissident)，約8小時更變成「賣國賊」(traitor)，IP
地址顯示修改者來自美國參議院。
「賣國賊」字樣出現1分鐘後，維基編輯「Ginsuloft」認為內容

不夠中立，改回「異見人士」，他在網站討論區留言，強調維基
尊重不同意見，若有人不滿，可隨時提出。截至昨晚，該條目寫
道：「斯諾登洩密引起極大爭議，有人認為他是英雄、告密者、
異見人士，甚至賣國賊。」 ■《每日郵報》/霍士電視台

「狼」又來了？美國大規模關閉駐外使領

館，歐洲多國紛紛仿效，美軍、國際刑警大為

緊張，如今華府又將閉館令延長一周，山雨欲

來。這固然反映反恐形勢仍然嚴峻，但適逢華

府深陷監控醜聞，在如此敏感時間「巧合」地

發恐襲警告，難免令外界懷疑另有所圖。

今次閉館範圍之大極罕見。若威脅屬實，足

證擊斃「恐怖大亨」拉登後，反恐形勢未從源

頭得到改善。其實，恐怖活動零碎化是大趨

勢，美國同時面對多個恐怖組織，而非一兩名

主要人物，組織之間各自為政、互不協調，更

難防範。

「基地」近期的確動作頻頻，最受矚目是

「新拉登」烏哈希。他曾任拉登助手，不久前

獲「基地」領袖扎瓦希里任命為阿拉伯半島分

支(AQAP)話事人，躍升為「基地」二號人物。

新官上任，烏哈希可能積極策劃襲擊美國在中

東的目標，樹立權威，加上扎瓦希里身在巴基

斯坦，任命事宜牽涉組織在也門和巴國之間頻

繁交流，因此華府截獲情報之說，未必空穴來

風。

然而恐襲驚魂疑點重重。美國至今未確定襲

擊的具體目標，甚至不清楚在中東還是歐美。

最重要是華府將情報歸功於監控，不論有心無

意，都可為臭名遠播的國安局減壓，因此公眾

完全有理由懷疑政府誇大事件，為監控正名。

美國政客利用公眾恐懼牟一己私利早有前

科。布什2004年8月爭取連任總統時，政府突

然以恐襲威脅為由，將全美恐襲級別升至「橙

色」(高風險)，令「911」陰影未散的美民提心

吊膽，最後他順利勝選，當時已有傳媒批評此

舉是為布什造勢。

恐懼不是壞事，它可讓社會提高警覺，但若

濫用，成為操縱民意的工具，則帶來更大傷

害，尤其是一個已

因監控醜聞而信譽

掃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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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秘密單位SOD把取自

截聽、線人及電話紀錄資料

庫的情報交多個機關，協助

刑事調查本地民眾。

■賣國賊■異見人士

美20市「1984日」反監控示威

■示威者拉 「老大哥在看 你」的橫額，諷

刺華府非法監控。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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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維基變「賣國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