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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權威民調機
構一項最新民調顯
示，俄總統普京的支
持率達到75.7%，創5
年來新高，主因是普
京在處理烏克蘭局勢
上得到民眾認同。

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昨日發布的民調數
據顯示，普京支持率自年初以來提升了
15.1%，僅本月就上升11.4%。63%受訪民
眾認為，普京近期最值得認同的工作是處理
烏克蘭局勢，其次有32%受訪者認為是成功
舉辦索契冬季殘奧會。 ■新華社

俄羅斯軍隊前日一口氣奪取克里米亞2座烏克蘭
海軍基地，北約祕書長拉斯穆森警告，俄國不會
在吞併克里米亞後停手，克里米亞危機是一個警
號，反映莫斯科企圖掌控東歐地區的更大「戰
略」，提醒歐洲國家須提高國防預算。
拉斯穆森前日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

演說，譴責俄國軍事干預克里米亞，稱這是俄國
長期行動的一環，目的是阻止該地區與西方建立
關係。
拉斯穆森指歐洲和北美並肩合作，是應對威脅

與挑戰的唯一途徑。歐洲應增加防務開支，確保
具備威懾力和集體防衛能力。 ■路透社/法新社

普京民望逾七成半
5年新高

北約憂俄
進逼烏東部

烏尋求克為非軍事區烏尋求克為非軍事區
俄迫 撤軍

啟動退出獨聯體啟動退出獨聯體今夏與英美軍演今夏與英美軍演

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簽署條約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簽署條約，，批准克里米亞批准克里米亞

入俄後入俄後，，烏克蘭隨即宣布連串報復措施烏克蘭隨即宣布連串報復措施，，包括將包括將

退出俄國牽頭的獨立國家聯合體退出俄國牽頭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獨聯體))、、要求俄要求俄

人進入烏國須申請簽證人進入烏國須申請簽證，，並尋求聯合國宣布克里並尋求聯合國宣布克里

米亞為非軍事區米亞為非軍事區，，以迫使駐當地俄軍撤出以迫使駐當地俄軍撤出。。烏國烏國

並會與美英兩國於今夏舉行聯合軍演並會與美英兩國於今夏舉行聯合軍演。。

泰國一名槍手涉嫌上月1日在親政府示威中，將手槍藏在
爆谷盒內，向人群開槍，被稱為「爆谷槍手」。曼谷警方前
日拘捕他，控以企圖謀殺和管有槍械罪。槍手透露指受僱於
反對派，擔任反政府示威糾察，當日使用的M16步槍是由糾
察隊高層提供，共開了20槍。
被捕24歲槍手威瓦經過上月的槍戰後，被部分反對派人士
視作英雄。他透露，以日薪9美元(約70港元)受僱於反對
派，保護反政府遊行中的示威者。他又指糾察隊高層曾教他
使用M16，當日隔着爆谷盒開槍，是為了避免彈殼跌落地。
反對派一直堅稱糾察隊無配備任何武器，發言人昨日指威
瓦無辜，是警方推出來的「代罪羔羊」，但拒絕證實他是否
示威糾察。

大選是否違法今定論
泰國憲法法院今日會就上月大選有否違法作出裁決，分析
認為若裁定選舉無效，選舉委員會和看守政府須協定新大選
日期，這可能會給反對派一個下台階，讓他們參選以化解政

治僵局。
反貪污委員會昨一致通過控告上議院議長尼空，指他去年
主持議會通過一項修憲草案時涉嫌瀆職。其上議院發言人的
職務自動暫停，國會稍後將開會商討會否彈劾他。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新華社

獨聯體是蘇聯解體時，由多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地
區性組織，目前有11個成員國，在國際安全、裁

軍和軍備監督實行協調的政策。烏克蘭國家安全與防
務委員會秘書巴魯比前日表示，正啟動退出獨聯體程
序，同時中止本年獨聯體輪任主席國任期。

撤駐克部隊 俄人須申簽證
俄羅斯人一直只需持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便可自由

進出烏克蘭。巴魯比表示，烏外交部將要求以後俄人
入境須申請簽證。他又稱將尋求聯合國支持，將克里
米亞劃為非軍事區，並把派駐克里米亞的部隊及其家
眷撤回烏本土，估計最多約2.5萬人。
巴魯比還透露，烏克蘭將與1994年《布達佩斯備忘

錄》簽約國的美、英舉行聯合演習。美國國防部同日
宣布，美、英與其他北約成員國及烏克蘭，將於今夏
在烏舉行年度「三叉戟」聯合軍演。烏國會昨日亦通
過《為烏克蘭解放進行鬥爭》宣言，稱烏克蘭人民永
遠不會停止「解放克里米亞」。

針對烏國的報復措施，俄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俄
方將決定是否要求烏人入境俄國須申請簽證。俄海關
發言人表示，邊防衛隊已加強檢查從烏克蘭入口的貨
品。俄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回應美國對俄制裁，指若美
國令對峙升級，莫斯科將以對等方式回應。

美擴制裁名單 俄反制裁9美官員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宣布提升對俄制裁，包括將多

名俄政府官員、個人及一間銀行加入制裁名單，並威
脅會直接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俄羅斯隨即宣布對9
名美國白宮幕僚及國會議員實施反制裁，包括參議員
麥凱恩。
俄總統普京前日向國家杜馬(下議院)提交克里米亞入

俄法案，杜馬昨日隨即投票通過，並於今日交聯邦委
員會(上議院)審議，所有立法程序料在本周內完成。普
京昨日並簽署法令，接納在克烏軍加入俄軍，並承認
原有軍銜，助理防長表示俄國將擴大在克駐軍以對抗
外來威脅。 ■今日俄羅斯/塔斯社/路透社/美聯社

恐怖組織「基地」在旗下雜誌《Inspire》
的最新一期中，刊出紐約時代廣場照片，並
揚言以汽車炸彈方式攻擊廣場，引起新一輪
恐襲憂慮，紐約市警局已經提高警戒。
《Inspire》在最新一期春季號中，「指

導」有意進行攻擊的恐怖分子，如何組裝比
去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中使用的更精良爆
炸裝置。文章題為〈美國境內汽車炸彈〉，
指出美國是他們的首要目標，其次是英國、

法國與其他盟國。文章還刊出包括時代廣
場、百老匯一帶的照片，鼓勵恐怖分子攻擊
這些地方。
雜誌也詳細說明如何安置類似2010年計劃

攻擊時代廣場的汽車炸彈。當時美國事先獲
得情報，拘捕襲擊主謀，未有釀成災難。由
於《Inspire》被認為是去年波士頓爆炸案主
謀的靈感來源，因此紐約市高度警戒。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美國紐約一名有精神病史的退伍
士兵，上月因非法入侵遭拘捕判
刑，並送入監獄，但一周後突然倒
斃獄中。當局驗屍後，懷疑監獄內
溫度過高，將他活活「烤死」，引
起譁然。有批評者指獄警可能巡視
時有疏失，以致未及時發現事件。
56歲前海軍士兵麥道格退伍後

生活潦倒，上月闖入紐約哈林區一
棟住宅頂樓避寒，被警方以非法入
侵罪名拘捕入獄。因他罹患精神

病，被送入可安置精神病患者的賴
克斯島監獄。不料一周後卻被命喪
獄中，當時牢房溫度達攝氏 38
度。
獄方指牢房內空調故障，加上麥

道格要服用抗精神病及預防抽搐藥
物，導致他更不耐熱，造成悲劇。
調查員發現，獄警沒有按規定，每
隔15分鐘巡查牢房，直到4小時後
才發現麥道格出事。獄方表示會深
入調查。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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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極右政黨「自由聯盟」5
名成員，因不滿國家電視台周二播
出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克里米亞入
俄法案的儀式，闖入電視台行政總
裁(CEO)潘捷列伊莫諾夫在基輔的
辦公室，對他拳打腳踢洩憤，並迫
對方簽署辭職信方罷休。
他們拍下當時的過程並上載互聯

網，顯示成員向潘捷列伊莫諾夫大
喊「坐下，寫辭職信，快點！畜
生」，又稱對方為「莫斯科廢
物」，片段至今已被點擊逾數十萬
次。其中一名滋事者是烏國會言論
自由委員會成員，聲稱不滿潘捷列
伊莫諾夫為普京及俄羅斯宣傳。
國際特赦組織烏克蘭研究員麥吉爾批評，

該涉事者任職言論自由委員會還做出這種
事，令人震驚。他呼籲烏政府立即調查，否
則將有更多新聞工作者遇襲。

■《每日郵報》/《衛報》

克里米亞舉行公投申請入俄，引來西方齊聲譴
責。正訪問法國的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近日多次
在社交網站發文，批評西方譴責克里米亞公投，卻
贊成阿根廷與英國有主權爭議的馬爾維納斯群島(英
稱福克蘭群島)就主權歸屬舉行公投，形容是「雙重
標準」。
馬島主權爭議由來已久，目前由英國實際管轄，

90%以上島民為英移民或其後裔。當地行政當局去
年3月在英國支持下舉行全民公投，結果絕大多數投
票者支持保留英國海外屬地地位，被阿根廷視為挑
釁，拒承認公投結果。
克里斯蒂娜質疑，若距俄羅斯咫尺之遙的克里米

亞公投無效，那麼距英國本土1.3萬公里的殖民地公
投，就更不可能有效。她希望大國一視同仁，「贊
同所有的領土完整，尊重所有國家主權和歷史」。

■法新社

阿根廷總統
批西方雙重標準

泰反對派僱槍手
教用步槍射人群

基地揚言襲時代廣場 紐約提高警戒

紐約監獄38度 囚犯活活烤死

無辜受害無辜受害

拳打腳踢拳打腳踢

扭作一團扭作一團

■俄羅斯總統普京

■■俄兩艘船俄兩艘船((左及左及
右右))堵塞烏克蘭軍堵塞烏克蘭軍
艦艦((中中))進出克里米進出克里米
亞港口亞港口。。 路透社路透社

■羅馬尼亞直升機與美軍驅逐艦在黑海舉行聯合軍演。 路透社

■麥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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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
「爆谷槍
手」(中)重
演案情。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