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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內致死 源自出土屍體

勁過伊波拉

捷政客「立國」
自封總統

傳媒大亨梅鐸旗下的新聞集團3年前在英國爆出竊聽醜聞，警
方調查多名記者涉嫌賄賂警員。案件前日出現突破性發展，皇家檢
察署(CPS)表示撤銷其中9名被告的控罪，包括曾任首相卡梅倫通訊
總監的《世界新聞報》前總編輯庫爾森，意味這項歷時3年，耗資2,000
萬英鎊(約2.3億港元)的調查行動，恐以失敗告終。
早前首名涉案女記者獲上訴法院撤銷起訴，法官指陪審團被引導

採用的條文已有700年歷史，已不合時宜，促使當局上月緊急覆核
後，再撤銷另外4名記者的控罪。
皇家檢察署發聲明表示，署方考慮不同因素後，包括

9名疑犯在審訊期間已接受拘留，至今再作起訴已不再
有任何公眾利益，故撤銷控罪。署方強調仍有很大機會起
訴庫爾森及同報另一名前王室新聞編輯古德曼。
庫爾森去年7月被裁定竊聽罪成，判監18個月，雖然

行賄案獲撤，但下月要到蘇格蘭為另一宗作假證案受審。
■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電訊報》/英國廣播公司

英記者賄警案
9被告獲撤控

一顆重達100卡的無瑕鑽石，將於後日在紐約拍賣，蘇富比
拍賣行估計成交價可高達2,500萬美元(約1.94億港元)。
這顆鑽石出自非洲南部一個鑽石礦，原石重達200卡以上，屬無

色的D色級別，內部全無雜質，蘇富比珠寶部負責人舒勒形容其為
「一池冰水」、「比白色更
白」。全球只有5顆重逾
100卡的同級鑽石，今次是
歷來拍賣的最大綠寶石切面
無瑕鑽石。■KSN網站/UPI網站

百卡無瑕鑽拍賣 或1.94億成交

「伊斯蘭國」影響 澳5青年擬軍團日恐襲
澳洲險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支持者恐襲！澳警

昨日在墨爾本拘捕5名年齡介乎18至19歲的青年，據報他們受
ISIL影響，計劃於本月25日(周六)紀念一戰陣亡士兵的「澳紐軍團
日」施襲，包括以刀襲擊警員。

謀紀念活動上襲警
澳警昨清晨動員逾200人在墨爾本拘捕5名疑犯，並檢獲刀劍等

武器，行動期間有人受傷送院。警方發言人高根透露，疑犯打算
在墨爾本的紀念活動上襲擊警員，但刀會否用作斬首等細節，則
仍有待調查。在5名青年當中，兩人將被控圖謀發動恐襲，其中一
人名為貝西姆，他昨初次上庭，另一人將被控藏有武器。當局透
露，5人全部跟去年在墨爾本襲警的ISIL支持者海德有關係，但並
非其親戚。貝西姆在社交網站Instagram的帳戶有大量聖戰口號，
亦曾發帖讚揚ISIL的聖戰士。
警方消息指，5人都在當局反恐監視名單上。當局估計最少有

110名公民加入ISIL，逾30人已回到澳洲，在澳洲也有超過150人
為ISIL籌款或招募成員。國家安全部門正監察逾400名高危人
士，數量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多。不過當局承認，極端分子現時
傾向以簡單方式施襲，「只需一把刀、一面旗、一部相機和願意
下手的人」，難以防範。

澳洲及新西蘭一戰時屬英國領土，澳紐軍團亦出動為協約國作
戰，1915年4月25日動員6萬多名士兵登陸加利波利，逾1.1萬人
陣亡。兩國後來把4月25日定為澳紐軍團日，紀念這段歷史。總
理阿博特讚揚警方表現專業，又呼籲公眾如常出席活動，不要向
恐怖分子低頭。 ■《獨立報》/澳聯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澳男模傳為「伊斯蘭國」戰死
繼18歲澳洲青年比拉爾迪上月於伊拉克拉馬迪，為「伊斯蘭國」(ISIL)發

動自殺式襲擊死亡後，25歲澳洲前男模賈馬近日亦傳出在敘利亞為ISIL作
戰期間身亡。總理阿博特批評ISIL是「死亡邪教」，呼籲國民不要加入該組
織。
維多利亞省索馬里裔澳洲人議會主席哈拉科透露，賈馬去年8月與索馬
里裔學生優素福一同失蹤，但他一直有跟雙親聯絡，並告知對方自己住
在伊拉克的費盧杰。不過，哈拉科相信賈馬父母對兒子加入ISIL並不知
情，對其死訊感到震驚。澳洲外交部稱由於敘利亞安全形勢非常危險，
澳州已停止在當地的領事協助服務，亦未能證實賈馬的死訊。
賈馬曾是模特兒公司FRM的合約男模，FRM總監巴克納爾表示對
方有禮貌、討人喜歡，前途光明，難以相信他加入ISIL。非裔人智庫
主席艾哈邁德稱賈馬性格外向，從未發表支持ISIL言論，但出走前漸
趨低調及閉門不出，惜眾人當時沒留意到這些先兆。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威脅日增 收緊自由反恐
澳洲自從加入美國為首的反「伊斯蘭國」(ISIL)聯合行動後，就被該組織
列為襲擊目標，使當地恐襲危機升級。澳洲外長畢曉普透露，當地有約150
名土生土長的ISIL支持者，警方則指已阻止約200名可疑人士前往中東，

成為當地心腹大患。澳洲政府今年2月及3月先後採取行動，拘
捕3名ISIL支持者，阻止襲擊陰謀，連同今次已是連續3個
月揭發有人企圖在澳洲施襲。
澳洲當局大幅擴大反恐政策，去年9月，總理阿博特
下令提升恐襲威脅等級，並展開一系列反恐演習。10
月通過法案，國民若無正當理由不准前往中東部分
地區，變相限制出入境自由，當局又擴充情報部
門編制。這些行動在國內引發不少爭議，輿論認
為需平衡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穆斯林團體更
批評部分法案條文有歧視之嫌。

■《今日美國報》

阿富汗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昨日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至少33人死
亡、逾百人受傷，死者包括婦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承
認責任，若屬實將是該組織在阿富汗發動的首宗大規模襲擊。
事發在市中心一間銀行外，當時正有大批政府人員、軍人及市民前來領
取薪金。襲擊者引爆一輛裝滿炸藥的電單車，不少人倒在血泊中，周圍遍
布人體殘肢。自稱ISIL發言人致電法新社，承認襲擊是其組織所為。阿富
汗總統加尼強烈譴責針對無辜平民的暴行，鄰國巴基斯坦政府亦作出譴
責。
自美軍早前宣布放緩從阿富汗撤軍步伐後，塔利班加強針對當地政府及
外國目標的襲擊。據報近月有部分塔利班成員因不滿領袖奧馬爾，而倒戈
投向ISIL。

美駐伊領館外爆汽車彈3死
伊拉克北部城市埃爾比勒的美國領事館外，前日亦發生汽車炸彈襲擊，
造成3死14傷，美國國務院稱沒有美國人受傷，ISIL已承認責任。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當地傳媒報道，這種神秘病症於上
周初在翁多州一條鄉村出現，之

後村內陸續有人受感染，有報道指多
達30人死亡，但未獲官方證實。翁多
州官員昨日表示，過去72小時已經沒
有錄得新症，醫院內亦沒有其他患者
留醫，相信怪病並未廣泛傳播。

攻擊患者中樞神經
尼日利亞政府暫時以翁多州的名

稱，將神秘疾病命名為「OndoX」。
翁多州衛生官員表示，OndoX的病徵
與伊波拉病毒不同，它主要攻擊患者
中樞神經系統，並在發病後短時間內
致命。當局將樣本送往化驗後，證實
它並非伊波拉病毒，亦非黃熱病、拉
薩熱、裂谷熱、登革熱或西尼羅病毒
等西非地區常見病毒品種。
暫時未能確定OndoX的源頭，亦未

能肯定它會否人傳人，以及到底是由
病毒抑或細菌引起。

傳病患均為盜墓者
當地居民對疾病成因眾說紛紜，有

傳言指患者都是一批進入神廟盜竊文
物的賊人，聲稱他們的行為觸怒了神
靈。不過翁多州政府發言人表示，疾
病相信是源自一具早前被挖掘出土的
屍體，但他沒有進一步說明。
去年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利比里亞、

塞拉利昂及幾內亞大爆發，尼日利亞
亦錄得20宗病例，其中8人死亡，不
過世衛去年10月已宣布當地疫情結
束，至今未再出現新個案。尼日利亞
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已做好準備，在
確診首宗病例後立即頒布緊急狀態
等，均有效防止疫情蔓延。

■法新社/Medicaldaily網站

西非多國去年爆發伊波拉疫情，引起全球恐慌，雖然疫情已經受

控，但最近在尼日利亞卻出現一種「比伊波拉更厲害」的神秘病症，

至今已奪去最少17條性命。當地官員表示，這種神秘病症可導致患

者視力模糊、頭痛、體重下降及昏迷，而且可在發病後短短24小時

內致命。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接獲尼日利亞通報，並派員到當地調查。

尼國怪病奪尼國怪病奪1717命命

捷克31歲政客耶德利奇卡上周宣布，在克羅地亞
與塞爾維亞之間一處渺無人煙的「無主」土地，建立
名為「自由地」(Liberland)的獨立主權國家，自任總統，
聲稱全球各地民眾都可申請成為該國公民並遷居當地。

稱2萬人申請做公民
「自由地」位於多瑙河畔，面積約7平方公里，國土在歐

洲主權國家中屬第3小，僅次於梵蒂岡和摩納哥。耶德利奇
卡表示目前已接獲約2萬宗公民資格申請，估計日內會增至10
萬宗。
耶德利奇卡已為「自由地」製作

官方網頁及國旗，他承認當初構思時
只是政治噱頭，吸引媒體注意，但現
已變成真正的計劃。
申請人需以電郵自我介紹及附上履

歷，即可申請做公民，他們必須尊重他
人的種族、性別及宗教；尊重私有產權；
不能是共產黨、納粹或極端組織成員。
耶德利奇卡批評主流國家濫徵稅項，決定

讓「自由地」人民自行選擇
是否交稅，亦不設軍隊，若
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反對他立
國，他只能「消極防禦」。
■《獨立報》/《國際財經時報》

■■賈拉拉巴德市中心遭炸彈襲賈拉拉巴德市中心遭炸彈襲
擊擊，，地上躺滿傷者地上躺滿傷者。。 路透社路透社

賈馬賈馬

■警員在疑犯屋外戒備。
網上圖片

■貝西姆在網上發放支持伊斯蘭
國的訊息。 網上圖片

■5名青年計劃在澳紐軍團日發動襲擊。圖為
去年軍團日的情形。 美聯社

「「伊斯蘭國伊斯蘭國」」首襲阿富汗首襲阿富汗 3333死逾百傷死逾百傷

■■有當地民眾舉行宗教儀式有當地民眾舉行宗教儀式，，
希望驅走疾病希望驅走疾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上流傳患者的相片
網上流傳患者的相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全身穿防疫衣的人有全身穿防疫衣的人
員探望患者員探望患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百卡巨鑽百卡巨鑽

■耶德利奇卡(右2)與「自
由地」其他幾名創立者在
國旗下合照。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