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逐菲律賓南部城市蘭塔班市長一職的塞
巴洛，昨日被身份不明的槍手入屋射殺，令
今屆大選最少已有15人死於選舉暴力。
塞巴洛是兩名候選人之一，另一人是現任副

市長。西南部普林塞薩港上周四亦發生選舉暴
力，兩名現任市長拜倫的支持者出席單車拉票活
動期間，被身份不明的人襲擊致死，拜倫指是對
手的支持者行兇。
菲律賓的政治暴力傳統未能革除，源於當地槍

械管制寬鬆、政客擁有私人軍隊及執法部門腐
敗，每次選舉都有多人被殺。最血腥的選舉暴力
發生於2009年，南部軍閥被指為阻止對敵陣營支
持者提交參選表格，派槍手殺死58人，其中2/3
人為記者，是歷來針對新聞工作者最嚴重的襲
擊。

■法新社

市長候選人遭射殺
血腥選舉15死

菲律賓明日同時舉行國會選舉，
49歲的羅曼有望成為當地首位跨性
別議員。由於菲律賓是天主教國
家，離婚、墮胎和同性戀極受爭議，
羅曼坦言身為跨性別人士，經常遭受歧
視甚至侮辱，期望民眾不要把焦點放在
性別上，而是候選人能夠作出什麼貢
獻。
羅曼20年前改變名字，開始以女性身
份過活，並與男性伴侶同居。在家鄉巴
丹，羅曼的母親因為已屆連任限期，需騰
出國會議席，羅曼因此參選，希望不辱母
親留下的政治遺產。她表示自己受歡迎是
因為個人政策和家世，直言希望延續家族
出任公職的傳統。

■路透社

國會有望
首誕跨性別議員

菲明選總統
「特朗普」民調跑贏

菲律賓人民明天將投票選出新總統，選前民調顯示，71歲達沃市長迪

泰特支持率遙遙領先其他候選人。迪泰特多次發表爭議言論，包括拿27

年前一宗澳洲女傳教士在監獄被姦殺的舊案開玩笑，又揚言上台後會殺

光所有罪犯，被傳媒冠以「菲版特朗普」的稱號，但不少選民期盼他的

鐵腕作風，可以解決菲國犯罪及貪污問題，令迪泰特支持率一直高企。

菲律賓是美國在東南亞的最主要盟友之一，
現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在任期間，更

積極拉攏美國以制衡中國，當地親美派系擔心一
旦迪泰特上台，美菲關係或難以維持。早前美國
駐菲大使批評迪泰特的「強姦論」後，迪泰特反
指對方干擾菲律賓內政，威脅上台後與美國斷
交，雖然外界相信只屬一時意氣，但已足夠引起
華府憂慮。

揚言上任殺罪犯 獨裁復燃
迪泰特早前揚言在上任後6個月內，繞過顢頇
無能的司法機關，派執法人員殺死數以萬計罪

犯，又警告若國會不服從他的指示，便會恢復獨
裁統治。阿基諾三世前日呼籲其他候選人團結，
集中票源支持最有勝算的一人，阻止迪泰特當
選，避免國家重返獨裁統治的舊路。

貧窮難就業 國民冀改善治安
阿基諾三世昨日為自由黨總統候選人羅哈斯站台

期間，猛烈抨擊迪泰特與德國納粹領袖希特勒同樣
危險，一旦當選將成為獨裁者。他呼籲民眾汲取歷
史教訓，阻止迪泰特上台。但分析認為距離投票時

間無多，「反迪泰特」陣營未必夠
時間協調。

迪泰特雖然不受建制精英支持，但因承諾解決
根深蒂固的問題而深受基層民眾歡迎。馬尼拉市
民馬恩內伊坦言當地犯罪率高，甚至有持槍劫匪
在光天化日下犯案，迪泰特出任達沃市市長期
間，憑鐵腕嚴打犯罪，大大改善當地治安，因此
支持他出任總統。另有市民指，當地就業情況惡
劣，不少僱主為節省社會福利開支，強迫僱員入
職半年就要離職。
馬尼拉德拉薩大學政治分析員蒂恩基表示，菲

律賓人民1986年推翻前總統馬科斯的獨裁政權
後，社會仍未能擺脫貧窮等問題，令不少人對政
治感到沮喪，繼而憤怒，助長迪泰特急速冒起。
迪泰特昨在馬尼拉黎剎公園舉行最後造勢大

會，警方估計約有30萬人冒着酷暑參加。其他
多名候選人亦盡最後努力拉票，大馬尼拉地區交
通管理當局預計，會出現嚴重交通擠塞。菲律賓
今日全國禁止競選活動，並全國禁酒，投票站方
圓30米範圍不得擺設攤位。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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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損與美關係 阿基諾：危險如希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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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總統候選人之中，以代表草根的達沃市市長迪泰
特人氣最旺。他常把處死罪犯掛在嘴邊，形象草莽、
口不擇言，連備受敬重的教宗方濟各也敢冒犯。71
歲的迪泰特雖然常因口舌之禍惹來非議，但沒影響他
的支持度。他近期在拉票活動上，準備了一大疊毛巾
沿途拋向群眾，搶到的人如獲至寶般興奮歡呼。

任7屆市長 華人血統
祖父是華人的迪泰特7次當選達沃市長，前後治理達

沃市長達22年，成為菲國在位最長的市長之一。曾是
罪惡之城的達沃市在他治下多次獲得內政部獎項，更被
評選為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第9名。有媒體預測，如果
他當選總統，菲律賓犯罪率有望驟減。人權組織則批評
迪泰特的鐵腕政策，他也坦承曾濫用私刑。

「不用公帑養情婦」
迪泰特的私生活同樣備受爭議。儘管官方網站顯示

他為單身，不過他被指與多名女子有染，更曾經在競
選活動上大談個人風流史，還毫不諱言地向選民保
證，他不會用納稅人的錢養情婦。但這名鐵漢也有不
為人知的一面，據密友透露，他是一名「書蟲」，偏
愛閱讀有關菲律賓歷史、經濟、政治等書籍。

■星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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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對手
格蕾絲．波，47歲
1968年出生，是一名棄嬰，尋找親生父母未果後，由電影明星費南多夫婦
收養。她在菲律賓大學讀了兩年後，轉到美國波士頓學院修讀政治學。
2004年養父費南多競選總統落敗，同年12月離世，格蕾絲‧波決定繼承養
父衣缽進軍政壇，靠家族姓氏的知名度當選參議員，任內未涉及任何醜聞。

羅哈斯，58歲
家世顯赫，祖父是菲律賓擺脫美國殖民統治獨立後的首任總統，父親曾出任菲
律賓參議員。羅哈斯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沃爾頓商學院，1993年回國競選眾
議員，其後兩度出任貿工部長。2010年總統大選，他主動放棄競逐，讓位阿
基諾三世。後者上台後，任命他為內政部長等職，被視為阿基諾的傀儡。

比奈，73歲
年紀最大的總統候選人，他的草根出身和早年反抗獨裁、為民請命的律師形象贏得高民
望，而他的家族控制大馬尼拉地區馬卡蒂市20多年，為他積累大量財富，足以應付選戰
開支。比奈掌理馬卡蒂市前後長達21年，頗有政績。2011年副總統大選期間，比奈婚外
情曝光，2014年因眾多貪污案件被調查。 ■星洲網/beltandroad網站

波蘭首都華沙昨日有多達24萬人上街示威，
抗議保守派政府推行集權政策，破壞國家民
主，並損害波蘭於歐盟的地位，是波蘭自1989
年共產政權倒台以來，其中一次最大規模的反
政府示威。民族主義分子則舉行親政府集會打

對台，雖然人數較少，但凸顯親歐及疑
歐兩派引發社會嚴重分歧。
今次反政府示威由反對派「公民綱領
黨」和公民組織「捍衛民主委員會」共
同發起，示威者高呼支持歐盟和支持民
主的口號。參加示威的前總統科莫羅夫
斯基表示，「我們在此，因為希望為波
蘭的自由和民主而戰」。波蘭日前剛度
過加入歐盟12周年。
執政右翼「法律與公正黨」(PiS)去年上

台後，12月開始推動立法，削弱憲法法
庭權力和修改法庭決策程序。憲法法庭
今年3月指做法違憲，歐盟和人權組織亦
批評PiS此舉及其他集權行為破壞法治。

PiS反駁指，新政策旨在建立一個更強大國
家，「免受前共黨分子和自由派影響」，強調
得到選民授權。

■美聯社/法新社

波蘭24萬人
抗議政府損歐盟地位 加拿大艾伯塔省北部山火未有減弱跡象，火場面積增加至超

過10萬公頃，當局警告山火規模可能會再擴大一倍，而且可能
燃燒幾個星期。由於當地近日風向改變，山火或會蔓延至東北
方的叢林區。搜救部門連日安排災民分批疏散至安全地方，聯
邦政府宣佈向受影響民眾發放1億加元(約6億港元)緊急援助
金。
重災區麥克默里堡基本上已人去樓空，有居民通過網絡鏡頭

見證家中被大火吞噬一刻，清楚聽到玻璃在
高溫下破裂的聲音，屋內濃煙密佈，非常嚇
人。受山火影響，Suncor、蜆殼及Syncrude
等在附近設廠的能源公司相繼暫停工廠運
作，專家估計全國每日產油量將減少100萬
桶。

濃煙罩悉尼
另外，澳洲新南威爾士省藍山一帶近日發

生山火，火場面積接近1.2萬公頃，濃煙近
日飄到附近的悉尼，市中心煙霧瀰漫，空氣
質素大幅轉差。消防部門估計悉尼今日仍會
受濃煙影響。

■加拿大《環球郵報》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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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山火加劇
油廠日減產100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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