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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世盃工程 382外勞
待遇慘如奴 揭幕前恐死4千人

泰國憲法法庭前日裁
定大選可延期，看守總
理英祿後日會與選舉委
員會會面，商討是否延
遲大選。看守政府表

示，若反對派結束示威，並承諾不會阻
撓或杯葛另一日子舉行的選舉，願押後原定下周日舉
行的大選，但示威領袖素貼批評政府是騙子，無權定
下任何條件。

今提前投票 7000警戒備
泰國今日如期舉行提前投票，當局在全國部署

7,000警力防止反對派阻撓，素貼則呼籲支持者在票
箱今晨運抵票站前，抵達曼谷50個投票站集會，但
強調只會在門外勸喻選民不要投票，不會阻止實際投
票程序。

素貼：無意停止封城
看守政府此前以違憲為由，拒絕延遲大選。法庭裁

決前日出爐後，執政為泰黨不少官員都質疑裁決理
據，反映黨內立場仍傾向如期大選。看守總理辦公室
部長瓦拉貼前日表示，若反對派堅拒承認大選合法
性，即使大選延期亦毫無意義。選委會主席頌猜則
稱，將建議英祿押後大選，並相信新選舉日期會定在

未來3個月內。
曼谷反政府示威者昨日繼續無視緊急狀態令，在市內

遊行示威，並呼籲更多民眾加入，素貼聲言反對派無意
解散封城行動。外長素拉蓬昨發表全國電視演說，要求
反對派結束示威及勿干預提前投票，但承諾不會以武力
清場。
另外，素貼日前分別致函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聯合國

秘書長潘基文，解釋「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理念，
稱他率領的是一場支持民主的運動。素貼指控英祿兄
長、前總理他信操控媒體，令奧巴馬和潘基文接收到
被扭曲的報道，故去信兩人解釋和澄清。

■美聯社/法新社/《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曼曼谷谷封封城城

逾3,000名米農昨日堵塞那空沙旺
府的泛亞高速公路，要求政府立即發
放拖欠多月的大米補貼金，稱日常生
活已開始出現困難，要求政府派代表
到場接收請願信，並威脅會將示威行
動進一步升級。當局派出約150名警
員到場維持秩序。
泰國工業聯盟表示，由於農民購買

力下降，當地中小企營業額顯著下
跌。泰國商會大學經濟商業預測中心
總監他那瓦指出，政府拖欠補貼金，
影響農村社區的中小企和商店生意，
對經濟造成傷害，估計事件已削走泰
國經濟增長約0.1至0.2個百分點；若
政府拖延一年，損失更恐擴大到0.5
至0.7個百分點。 ■《曼谷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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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看守政府：若停示威願延大選

美裁決掀爭議
准為腦死孕婦拔喉

美國得州法院前日裁定，當地一
名腦死孕婦的家屬有權為她拔除維
生儀器，駁回醫院保住胎兒的要
求。案件在美國引起廣泛爭議，到
底胎兒的生存權重要，抑或尊重病
人家屬的意願重要，民意莫衷一
是。法官認為，孕婦在醫學上已經
死亡，因此不符合州法中須保住病
人胎兒的規定。
33歲的穆尼奧斯去年11月26日
因凝血昏迷，送院搶救兩日後腦
死。雖然家屬希望替當時懷孕14周
的穆尼奧斯拔喉，但院方以得州州
法中，必須維持孕婦性命的規例為
由拒絕。家屬不服入稟法院，最終
法官裁定院方須聽從家屬要求，在
明日下午5時前為穆尼奧斯拔除所
有維生儀器。

法官：醫學上已屬死亡
法官華萊士指出，州法有關條文不適用於穆尼

奧斯的個案，因她在醫學上已經死亡，並非「病
人」；院方則表示會與律師研究後決定是否上

訴。家屬一方的證據顯示，穆尼奧斯的情況令胎
兒發育「明顯不正常」，有腦水腫和心臟病。
審訊期間，醫院律師承認穆尼奧斯的腦部已不

能維持身體運作，但「不算死亡」。很多法律專
家都認為，院方錯誤解讀了條例。

■《紐約時報》/美聯社/法新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展開
一連3日的訪問印度行程，其間
將討論海上安全合作、中朝局
勢、經濟及核能發展等議題，
日本亦將推動向印出售新明和
工業的US-2水上飛機。安倍此
行被視為拉攏印度對抗中國海
上勢力崛起。
安倍昨日抵達新德里後，傍

晚隨即與印度總理辛格會面，
他今日將出席印度國慶「共和
日」閱兵典禮，是首位以主賓
身份出席的日揆。他已表明會
向印方提供2,000億日圓(約151
億港元)貸款，資助首都新德里
興建地鐵。

欲增日印海上合作
日本一直擔心中國對沿岸海

域發揮影響力，影響日本利
益。安倍早於 2007 年已提出
「二海」主張，指日本所處的
太平洋與印度的印度洋相連，
雙方應共同對維護海上航線安
全擔當重要角色。
安倍接受印媒訪問時，指日、

印應在地區及全球和平穩定方面
扮演更積極角色，建議兩國加強
雙邊和多邊聯合海上軍演，鞏固
關係。 ■共同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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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續近兩
個月，在親歐派為主的西部更有失
控跡象。總統亞努科維奇前日作出
讓步，承諾會改組政府、檢討反示
威法和特赦被囚的異見人士，但反
對派領袖並不領情，指除非亞努科
維奇下台，否則任何讓步方案都無
意義。
首都基輔局勢前晚入夜後再次升

溫，示威者焚燒車胎架成路障，並
向警員投擲石塊、燃燒彈和煙花，
據報約100名持械示威者昨早一度

佔領基輔市中心的能源部大樓，但
數小時後撤出，改為封鎖大樓所有
出入口。
西部多個城市前日亦繼續有示威

者佔領政府建築物，伊萬諾─弗蘭
科夫斯克有數千人闖入政府地區辦
公室，佔領大樓內其中兩層。
烏克蘭內政部長扎哈爾琴科昨日

聲稱，不訴諸武力無法解決當前危
機，並指控示威者在示威總部貯藏
武器。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烏總統讓步未平示威 西部失控

法國《星期日報》報道，總統奧
朗德擬於「第一女友」特里爾韋勒
今天出訪印度前，公開宣布與她分

手，結束這段長達近8年的關
係。
該報網頁寫道：「愛麗舍宮

應會在今日(昨日)某時候發新聞
稿」，但無引述消息來源。奧
朗德及特里爾韋勒的發言人均
未有回應報道。
奧朗德被《Closer》雜誌踢爆

瞞着特里爾韋勒，暗與41歲著
名女星加耶一起，引起國內外

熱議。奧朗德在早前的政策記者會
上，更被記者當面追問私生活。

■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傳奧朗德擬公開撇「第一女友」

■奧朗德與特里爾韋勒，此情不再。
法新社

■穆尼奧斯出事前與丈夫及兒子樂也融融。 網上圖片

俄羅斯近日接連發生多
宗針對索契冬奧的恐怖襲
擊，美國奧委會已向參賽
運動員發出通知，呼籲他
們不要在比賽場地以外穿
代表隊制服或印有隊章的
衣服，以及不要高調宣告
國籍，以策安全。
美國國務院前日表示，

會與美國奧委會緊密聯
繫，確保代表隊安全，但
強調措施是華府對「大型
國際活動」的慣常做法，
並非針對索契冬奧，並稱
運動員每次作賽都獲保安
貼身保護。

「美國製」制服亮相
美國知名時裝品牌

Ralph Lauren日前公開代
表隊出席開幕禮時的隊
衣，強調物料全部產自美
國，並在美國縫製和生
產。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法新社/路透社/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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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經濟落後，工人為養家出國打
工，豈料踏上不歸路，他們的家庭更因
而失去經濟支柱。尼泊爾組織PNCC表
示，幾乎每日都有載着工人屍體的棺木
被送返加德滿都，場面令人痛心。
24歲尼泊爾主婦普拉蒂瑪去年11月收
到噩耗，在卡塔爾打工8年的丈夫遇上意
外身亡，她坦言丈夫是全家唯一收入來
源，對今後如何生活茫無頭緒。
令人髮指的是，丈夫的僱主一直拒

絕向普拉蒂瑪透露意外詳情，又不願
安排屍體運返尼泊爾，最終在死後近2
個月才被送返家鄉，驗屍報告對意外
過程隻字不提，令普拉蒂瑪至今仍未
知丈夫的真正死因；且事件發生兩個
月後，相關賠償仍毫無消息，普拉蒂
瑪也未收到丈夫的薪水。 ■《衛報》

卡塔爾為推動場館興建工程輸入大量外勞，估計當
地目前有逾200萬名外地工人，當中尼泊爾人約
佔1/6，其他主要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
蘭卡等地。卡塔爾奉行「卡法拉制度」，要求
低技術外勞須有擔保人，但這令工人要依附僱
主，很多人因此遭嚴重剝削，仿如奴工。國際

工會聯盟(ITUC)早前曾促改革卡法拉制度，以免更多外
勞喪命。

45度日做14小時 缺水缺電
國際特赦組織去年11月發表題為《移民的黑暗
面》報告，揭發外勞在卡塔爾慘遭虐待的情況，
包括被逼在欠缺安全裝備、食水和藥物的情況
下，每日在攝氏45度高溫中工作14小時，工
資亦常被拖欠；他們要15人同住
一房，缺水缺電，衛生惡劣，
僱主更把他們當
動物看待，不

時虐打和恐嚇，估計最少數百外勞在卡塔爾斷送性命。
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去年公開後，國際足聯和卡塔爾

勞工部承諾認真調查，改善外勞工作環境，但新報告明
顯反映情況未有改善。關注外勞權益的尼泊爾組織
PNCC表示，單是去年6月至8月便有最少65名勞工喪
命，當中逾半是死於突發性心臟病，懷疑與工作過勞有
關。PNCC批評國際足聯主席白禮達去年10月稱仍有很
多時間解決問題，「對於每周都在卡塔爾喪命的工人而
言，已經沒有時間。」

組織促贊助商施壓
PNCC同時促請可口可樂、
Adidas、Visa 等世界盃贊助
商，協助向國際足聯和卡塔
爾當局施壓，盡快檢討與國
際足聯的合作協議。

■《衛報》/
《每日電訊報》

殺
工人客死異鄉
妻兒失支柱

■■卡塔爾積極籌辦世盃基建工程卡塔爾積極籌辦世盃基建工程，，但外勞但外勞
被剝削的事件被剝削的事件，，勢令比賽蒙上陰影勢令比賽蒙上陰影。。圖為圖為
卡塔爾主場館的設計模型卡塔爾主場館的設計模型。。 美聯社美聯社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基建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工人慘遭剝削，備受關注。近日公開的

官方報告更顯示，單在去年便有185名尼泊爾外勞喪生，兩年來合共有382人，當中還未計

入其他國籍的外勞。有工會組織警告，到2022年賽事開幕前，恐有多達4,000名外勞死亡。

外界要求國際足聯(FIFA)向卡塔爾當局施壓，改善勞工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