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害的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57歲女記者杜邦和55
歲收音師韋爾隆，前日下午在馬里城市基達爾，

採訪反政府武裝組織「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
(NMLA)領袖里薩後，在其寓所外被擄走。駐當地法軍
其後在12公里外發現涉案車輛，並在距離車子約80米找
到兩人屍體。

死者遭割喉 法軍曾勸阻前往

法國外長法比尤斯稱兩人是被槍殺，分別身中兩槍和
三槍；有馬里地方官員和目擊者稱兩人喉嚨被割開。
里薩說，事發時聽到屋外有聲，出外查看，見到杜邦

和韋爾隆被押上一輛米黃色吉普車，隨行司機則被指嚇
伏在地上。槍手看見里薩後用槍指㠥他，叫他回去，里
薩指曾聽到兩人嘗試反抗。不過馬里軍方質疑說法，認
為基達爾市實質由NMLA控制，事件更在里薩寓所外發
生，故懷疑NMLA有份參與事件。

前法殖民地 恐怖組織溫床

有法國政府消息透露，杜邦和韋爾隆曾要求法軍護送
到基達爾市，但軍方以安全為由拒絕，且要求他們不要
前往。不過二人最終在馬里軍人及聯合國維和部隊護送
下赴當地採訪。

馬里是前法國殖民地，
AQIM於2003年以該國北部為後
方基地，訓練新兵和囤積軍火。今年
年初，北部反政府武裝勢力向南發動攻勢，法國和個別
非洲國家應馬里政府要求出兵援助，至今已收復基達爾
以外大部分地區。兩名記者遇害前一日，馬里政府剛與
部分反政府部族舉行會談。
環球情報機構Stratfor數據顯示，AQIM過去10年最少

綁架了18名外國人，獲得最少8,900萬美元(約6.9億港元)
贖金。4名被AQIM綁架3年的法國核企職員，上周二在
尼日爾獲釋，有傳法國政府為此支付多達2,000萬歐元
(約2.1億港元)贖款。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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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與韋爾隆
自1980年代起加
入法國國際廣播
電台(RFI)，同僚
形容兩人經驗豐
富，當中杜邦的
記者生涯更幾乎
全在非洲度過。
今年7月他們作為RFI馬里特派記者，負責採訪8月總統
大選和之後的局勢發展。
杜邦1986年加入現職公司，從事非洲新聞報道長達27

年，曾到埃塞俄比亞和蘇丹等地，是RFI的非洲事
務專家。同僚形容她是「堅毅不屈的記者」，熱
愛報道工作，經常叫同事調查時
要發掘更深層次的故事，對工
作的熱誠更具無比感染力。
韋爾隆則於1982年起在RFI

任職，同僚形容他喜歡挑戰，
曾到阿富汗、利比亞等動盪地
區採訪，對非洲事務甚有興
趣，形容他是「貨真價實的
專業記者」。

■美聯社/法新社/

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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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抵任何地方
美研新一代「黑鳥」間諜機

洛機場兇手臨死刑 轟政府視人民如恐怖分子

日二戰沉船藏金102億 微軟共同創辦人尋寶
相傳日本二戰戰敗投降前夕，曾計劃

秘密將從東南亞搜刮得來的大批財寶運
回日本，但這些寶藏很多都不知所終，
後來被稱為「山下寶藏」。近月在太平洋
島國所羅門群島流傳發現「山下寶藏」
的謠言，掀起一場尋寶熱，不但政府官

員和黑幫出動尋寶，就連微軟共同創辦
人艾倫也來湊熱鬧，據報尋寶者中亦有
中國人。
據報寶藏是一批每條重達440盎司的金

條，市值起碼8.3億英鎊(約102.5億港元)，
隨運送它們的日本戰艦沉沒大海。

艾倫的超級遊艇「八爪魚」號，6月曾
被發現停泊在所羅門一帶，遊艇可搭載
兩架直升機及兩艘潛艇，引起猜測，但
艾倫發言人指，遊艇當時只是進行海洋
研究。 ■《星期日泰晤士報》

英國《衛報》澳洲版昨日引述美國中
情局前僱員斯諾登的密件，稱澳洲的國
防訊號理事會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合
作，於2007年印尼峇里聯合國氣候大會
舉行期間，收集印尼保安官員的電話號
碼。然而行動不太成功，只取得峇里島
警長的電話號碼。國安局事後總結行動
教訓，認為應加強收集印尼通訊資料。
報道公開後，一批名為「印尼匿名者」

的黑客對超過100個澳洲網站發動攻擊，
要求「停止監控印尼」，受影響網站主要

是澳洲小企業。

傳美德明年簽互不監控協議

另外，《法蘭克福匯報》昨日引述消
息指，德國官員代表團上周與美國達成
協議，將於明年初簽訂互不監控協議，
德國政府拒絕回應。德國《明鏡》周刊
則報道，兩國已同意不會向對方採取商
業間諜活動。

德逾50名人促政府庇護斯諾登

《明鏡》昨刊登斯諾登撰寫的文章

《真相宣言》，指有系統的監控是全球問
題，需要全球一同解決，又稱大規模監
控不但威脅民眾私隱，還威脅言論自由
和社會開放，強調：「任何揭開真相的
人都無犯罪。」50多名德國著名人士在
《明鏡》聯合撰文，要求德國政府支持斯
諾登，向他提供政治庇護。
總理默克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前總秘書長蓋斯勒，稱讚斯諾登對
西方社會作出偉大貢獻，「現在該輪到
我們幫助他。」

■法新社/《衛報》 上周五美國洛杉磯機場槍擊案中，涉嫌槍殺
一名運輸安全管理局(TSA)職員的23歲槍手錢
恰，前日被控謀殺聯邦人員及在國際機場使用
暴力兩項罪名，最高刑罰為死刑或終身監禁。
聯邦調查局(FBI)探員表示，從錢恰身上搜出的
字條反映他犯案前經過深思熟慮，字條透露希
望殺死多名TSA職員，「將恐懼注入他們賣國
的腦袋中」，又批評TSA將美國人都當成恐怖
分子。字條最後咒罵前國土安全部部長納波利
塔諾，而TSA正是國安部轄下部門。

FBI調查後沒有發現錢恰與TSA有過節，他
也從未申請過TSA的職位，他行兇當日，是由
室友接載前往機場，但室友對其行動並不知
情。
另外，洛杉磯機場警長甘農前日解釋，警方

之所以未能在安檢站入口制止錢恰，是因當局
去年改變政策，讓警員在安檢站外範圍執勤，
並負責出入境大堂保安。錢恰開槍時，警員正
到別處巡邏，因此要一段時間才趕到。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澳聯手監聽印尼　

美國無人機上周五炸死巴基斯坦塔利班

首腦馬哈蘇德，為華府反恐又添一筆戰

功，代價卻是巴國政府與塔利班的和談。

巴國內長尼薩爾怒轟，無人機「不是殺了

一個人，是謀殺了整個和平進程」，直斥

美國的行為是「幫倒忙」。塔利班已揚言

報復，平民百姓又要心驚膽顫過日子。

美國、巴國與塔利班淵源甚深。美軍

2001年在阿富汗發動反恐戰爭，無數阿富

汗塔利班骨幹與「基地」成員逃到巴基斯

坦，主要藏匿在巴與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

區，獲當地塔利班接濟，目前更發展成旗

下擁有30多個武裝團體的傘型組織。美國

為清剿武裝分子，自2004年起出動無人機

在巴國狂轟濫炸，造成無數平民死傷，早

已引起巴國社會嚴重不滿。

聯合國上周發表報告，指出有逾400名

巴國平民遭美國無人機炸死，令華府本已

廣受爭議的無人機作戰承受更大壓力，故

炸死馬哈蘇德可謂一場「及時雨」，令白

宮現可宣揚無人機的反恐戰功，哪管事件

可能在彼岸引起腥風血雨。

有知情人士指，馬哈蘇德政治手腕了

得，與巴國多個武裝團體領袖私交甚篤，

是團結當地塔利班的關鍵人物。評論擔

憂，馬哈蘇德死後，各團體在缺乏向心力

下，或各自為政，甚至催生更多偏激和極

端行為，嚴重威脅地區和全球安全。

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美

國肆意介入他國事務，搗亂一番後拍拍屁

股走人，留下爛攤子要人收拾，自己則隔

洋指手劃腳，似已成為一貫作風。但這種

自以為是、硬把自身價值套到別人身上的

想法一日不改，只會不停製造美式爛攤

子 ， 遺 禍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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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工業巨擘洛歇馬丁上周宣布，將㠥手打造SR-71
「黑鳥」間諜機的後繼機種SR-72，原型機料可在2018年面
世，2030年正式服役。SR-72的最大特點，是飛行速度可達6
馬赫的「極音速」，比SR-71快一倍，可在一小時內到達全球
任何地點執行任務，堪稱美軍諜報及突擊的王牌。

或是無人機 成本不過78億　

洛歇馬丁的SR-72構想圖中，看不到駕駛艙座罩，意味它可
能是無人機。主持研究計劃7年的工程師利蘭表示，諜機將採
用現有材料打造，以配合國防預算削減的趨勢，原型機成本
可望限制在10億美元(約77.5億港元)之內。
研究人員決定採用兩段變速的方式讓SR-72達到極音速，第

一步是用傳統渦輪引擎讓飛機加速至3馬赫，然後利用洛歇馬
丁與洛克達因聯手打造的「超音速燃燒噴射推進引擎」，將速
度提升至6馬赫。目前只有火箭動力試驗機「X-15」才有6馬
赫的速度。
第一代「黑鳥」於1960年代初的冷戰時期面世，1998年退

役，被譽為史上最佳和最美的飛機之一。「黑鳥」外殼以鈦合
金打造，可用超音速連續在8萬呎高空飛行5,400公里，飛行速
度及高度甚至勝過蘇聯導彈。 ■《星期日郵報》/《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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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害記者經驗豐富
專責非洲採訪

■杜邦 ■韋爾隆

■受傷職員攤在地上。　 網上圖片 ■錢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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