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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加緊救災，菲國一名資深官員透露，
截至昨日已收到國際社會共5,438萬美元

(約4.2億港元)捐款。聯合國呼籲國際社會共同
籌募3億美元(約23億港元)援助災民。

美航母離港馳援 日自衛隊赴菲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中方考慮在力
所能及的範圍內提供進一步人道援助。台北昨
派出兩架運輸機運載救援物資赴菲，不過在

「廣大興」號事件影響下，當地出現該不該捐
款給菲國的爭論。美國前日下令停泊香港的核
動力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提早一日離港
赴菲，預料兩三日內到達。英國指示在新加坡
附近的戰艦全速赴菲協助救災。俄羅斯稱已派
出兩艘裝滿救急物資的貨機前往菲國。日本宣
布派出約40名自衛隊隊員赴菲，提供醫療支援
和參與運輸任務，並表示若菲方要求，會出動
更多自衛隊。

塔克洛班猶如廢墟，路邊遍布僅用膠袋或薄
布覆蓋的屍體，傳出陣陣惡臭，行人要用毛巾
掩 口鼻。有醫生稱當地開始出現痢疾個案，
擔憂會爆發疫症，呼籲災民切勿飲用污水。世
界衛生組織(WHO)估計，本月將有1.2萬名嬰
兒在菲國災區出世，將向菲國提供必要援助。

各地災情陸續浮現。塔克洛班一名電台記者
在報道風災期間遇難。當地監獄有囚犯趁亂逃
獄，軍方稱部分人已返回監倉，但未清楚還有
多少在逃。

災民殺警衛 叛亂分子襲物資車

災民在飢餓下四處搶掠，有商舖東主稱有人

甚至殺死警衛。菲內閣秘書長認為，災民生死
關頭搶奪糧食衣物「情有可原」，司法部長德
利馬亦稱「法律須兼備情理」。約15名武裝叛
亂分子昨襲擊救援物資車隊，遭軍隊擊退並擊
斃其中兩人。

菲國禍不單行，中部地區昨午發生黎克特制
4.5級地震，宿霧亦有震感，未知對風災災區
造成的影響。著名旅遊勝地科倫島因風災與世
隔絕，據報島上白米存量只夠維持多兩日，市
長請求政府盡快伸出援手。日本昨確認有27名
在菲日人安全，仍有近100人下落不明。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郭兆東、文森、陳遠威）菲
律賓風災災情嚴重，香港特區政府將於周五向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申撥4,000萬元注入賑災基金，讓準備到菲進行救災工作
的非政府機構申請款項。梁振英昨表示，行政署已聯絡相關
非政府組織，希望財委會盡快通過撥款，令款項及物資去到
災民手上。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認為，基於人道立場，香港
應給予菲國空間先救災，建議特區政府延長就人質事件要求
菲政府回應的一個月限期。

香港樂施會及救世軍分別表示，籌款情況並不理想，估計
與港人不滿人質慘劇有關，正考慮申請港府賑災基金。匯豐
銀行昨宣布，即時捐款逾100萬美元(約775萬港元)賑災。

救世軍表示，災區目前最缺糧食及藥物，擔心會爆發疫
症，救世軍已向災區派出2,000人救援隊及撥款10萬美元(約
77.5萬港元)購買救援物資。紅十字會表示，25輛運載物資及
救援人員的車隊正由馬尼拉趕赴重災區塔克洛班市，但沿途
遇到多處倒塌大樹及建築物，料18小時後才到達。無國界醫
生調動390噸救援物資到災區，現時有一支15人緊急救援隊正
在宿霧，會因應災情加派50人前往塔克洛班等災區。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波蘭
華沙舉行，「海燕」成為焦
點。菲律賓代表薩諾會上含淚
控訴氣候暖化令超級颱風更易
出現，指絕不可讓這種極具破
壞力的風暴成為常態。他更在
會議上宣布即時絕食，與災民
共患難，直至會議得出有意義
進展為止。他的發言感動全

場，所有代表起立為遇難者默哀3分鐘。
雖然科學家認為單一氣候現象不能歸納為全球暖化

的影響，亦未能證實人為暖化與風暴活動的關係，但
氣候暖化令海水變暖，會讓颱風獲得更多能量，海平
面上升亦會令低窪國家更易受颱風掀起的巨浪蹂躪。

薩諾強調，包括菲律賓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有意對
抗氣候變化，但需要發達國資金支持。發達國曾承諾
到2020年可每年集資1,000億美元(約7,753億港元)，扶
助他國應付氣候問題，但有關基金現仍是一個空殼。

另外，旅居美國的菲律賓人紛紛發起籌款及物資籌
募活動。

海燕殺傷力大 人類要負八成責任

海燕殺傷力驚人，美國邁阿密大學颶風研究學家麥
克諾迪認為，人為因素要為今次災害負上八成責任。
氣象學家指，重災區大多是貧窮沿海地區，很多住宅
是木外牆和茅草屋頂，難抵受海燕威力。分析指，塔
克洛班人口40年來由7.6萬人飆升至22.1萬人，都市規
劃追不上人口增幅，而《華盛頓郵報》指菲政府管治
效率低，貧窮問題嚴重，基建和防風設施日久失修，
亦是釀成今次慘劇的因素。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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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遭受超強颱風「海

燕」重創，聯合國估計多達

1萬人遇難、66萬人無家可

歸，警告要作好「最壞打

算」。雖然部分救援物資陸

續運抵災區，但難以及時交

到災民手上。政府調動逾

700名軍警和裝甲車前往重

災區塔克洛班市維持秩序和

實施宵禁後，治安改善，但

有災民稱這只因已「搶無可

搶」。當地缺水糧及藥物、

滿地屍骸，惡劣情況恐觸發

疫症等二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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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情最嚴重的萊特島，來自英國
的23歲電機工程師菲茨帕特里克在風
暴來襲時毅然離開避難處，在所住酒
店救出多名被困房中的人，包括多個
家庭。

菲茨帕特里克日前與4名同事在萊特
島工作，其間他的家人通過視訊軟件
Skype提醒他不可忽視「海燕」威力。
海燕登陸時，他與同事找到一個樓梯
間避風，此時他聽到附近房間傳出呼
救聲，原來是風力太強，令許多人打不開門逃生，於是和同事分
頭撞門，救出多名男女老幼，其中一間房甚至有8個小孩在床上
無助地抱成一團。

風暴過後，他要到33小時後才能和家人重新聯絡，讓遠在英國
的家人好不擔心。 ■《每日郵報》

重災區塔克洛班市長迪泰特昨表

示，市面仍到處是屍體，災民如喪屍

般四出搜掠食物，慨嘆颱風吹襲時，

「上帝肯定在別處，或者遺忘了一個

名為地球的行星。」他又不點名指總

統阿基諾三世單是發布災難狀態並不

足夠，因為很多災區政府都已無法運

作，應該實施緊急狀態。

迪泰特昨到市內視察災情，他估計

醫療物資只能維持3日所需。有反對

派國

會參議員促請阿

基諾為風災死者頒布全國哀

悼日，並應下令所有政府機構和學校

下半旗致哀。

英工程師勇救酒店客

市長批阿基諾不力

菲代表淚灑氣候峰會
即場宣布絕食

經濟損失或達5%GDP
「海燕」在菲律賓造成的經濟損失，可能較去年肆虐美國東岸

的颶風「桑迪」高幾倍。匯豐昨發表報告，估計海燕可能令菲國
今年經濟產值減少多達1.4%，並推高通脹，但預料當地經濟增長
勢頭不會急劇放緩。

Kinetic Analysis研發總監沃森估計，海燕造成的經濟損失介乎
120億至150億美元(約930億至1,163億港元)，相當於菲國內生產總
值(GDP)的5%。去年桑迪造成近500億美元(約3,877億港元)經濟損
失，但僅佔美國1%GDP。

通常天災後大興土木會推動受災經濟體恢復，但有專家估計菲
國風暴損失只有10%至15%受保，遠低於美國桑迪時的50%，可
能會嚴重阻礙災後重建。菲股市昨扭轉7日跌勢，跟隨亞洲大市
上升，收市升0.94%。 ■美聯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重災區
塔克洛班市在風災後，據稱已陷入無政
府狀態，災民搶掠商店，華人店舖幾乎
無一倖免，華人紛紛外逃。宿霧華商威
爾遜．吳(Wilson NG)有多名親戚也逃離
塔克洛班，往宿霧投靠親友，他向本報
表示，塔市被摧毀，令災民幾近崩潰，

政府應盡快清理阻塞道路，讓救援車進
來運送食水和食物，給災民一絲希望。

塔市要恢復供電至少要等數月，威爾
遜．吳指這導致數千家庭缺水，加上連
接外界的道路被塌樹、碎礫及山泥阻
塞，救援物資根本無法運抵，擔心災民
要繼續挨餓，鋌而走險打劫商舖情況只
會愈來愈嚴重。

數十親屬失蹤

另外，塔市位處的萊特島住有很多華
人，大多經營雜貨店或貿易公司，島上
更設有兩所中文學校。華商傅先生稱，
其家族數代都在塔市居住，暫時只知90
歲的姑媽跟她的孫兒安全逃到宿霧，其
餘數十名親屬音訊全無。他提到其80歲
叔叔的住宅在風暴期間起火，整幢房子
燒毀，生死未卜。他在馬尼拉的親人計
劃租用直升機往塔市，尋找失蹤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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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舖被搶紛外逃 籲政府給災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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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難者屍體排滿路邊。 路透社

■菲茨帕特里克

■塔克洛班救援人員運

走遇難者屍體。 新華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大人小

孩歷劫海

燕後均身

心受創。

法新社

■警察荷槍保護一輛裝滿物資的車。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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