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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華人近期頻頻遇劫或受襲，其中49歲的張
朝林本月7日在巴黎北部市郊歐貝維利耶市被毆打
致死，引起當地華人憤慨，忍無可忍。約1,800名
華人前日在案發地點舉行示威，他們高舉「自
由、平等、博愛、人人應享有安全」等標語，呼
籲法國政府保障他們的安全。這亦是2012年法國
總統奧朗德上任以來，當地華人表達有關訴求的
最大規模遊行。

華人被劫案年增3倍
今次遊行主題是「反暴力，要安全」，在華人

社團的組織下，遊行秩序井然，參與人士統一身
穿白色T恤，衣服正面用法語寫着「停止沉
默」，背面寫着「暴力襲擊：誰是下一個受害

者」等字樣。時裝設計師張朝林當時被3名北非裔
男子毆打，昏迷5日後不治。警方表示，兇徒可能
想搶銀包，但並未透露兇徒身份。法國華僑華人
會主席池萬升表示，張朝林之死為每個人敲響警
鐘，呼籲法國政府採取措施，保障華人安全。
歐貝維利耶市有6,000名華人居住，一半是浙江
溫州商人，在當地經營全歐最大的華人服裝批發
市場，不少富裕華人成為貧困非裔不法分子「光
顧」對象。巴黎北郊針對華人社區的盜竊案一年
內激增3倍，歐貝維利耶市所在的塞納－聖但尼省
犯罪率更高踞全國首位。雖然當局已增派警力、
招聘一名翻譯員及改善閉路電視系統，加強保護
華人安全，但仍無法釋除疑慮。
遊行發言人奧利維爾．王(Olivier Wang，譯音)

表示，由於當地有不少窮人，暴力事件幾乎無日
無之，但表明「無人要奉旨接受這種事」。參與
遊行的蔡江在巴黎一間酒吧工作，他形容當地經
常發生暴力事件，「可能我們法語不流利，就不
去報案；也可能是大家都很忙，沒時間報案」。
在當地經營店舖的瑪麗娜亦要求當局解決治安問
題，「我們都是法國公民，感覺上我們得不到應
有待遇」。
市長德爾卡維及其他族裔的市民亦加入遊行，

支持當局加強保護華人，德爾卡維指「亞裔經常
被認為是好欺負」，揚言要動員市民力量，消除
種族偏見。

■法新社/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英國廣播公司/
《每日電訊報》/中新社

同胞遭劫殺 巴黎1800華人示威

剛結束球員生涯的NBA洛杉
磯湖人巨星高比拜仁，昨日宣佈
進軍商界，與著名企業家及投資
者什蒂貝，在加州洛杉磯成立名
為「Bryant Stibel」的新公司，
管理1億美元(約7.75億港元)創投
基金，並在未來數年投資科技、
媒體及數據公司。兩人均表示他
們可互相補足，什蒂貝具豐富的
創業經驗，高比則具備市場推
廣、品牌創建等才華，例如他從
鋼琴琴鍵獲得靈感，設計出
「Bryant Stibel」的商標。
43歲的什蒂貝以大腦研究起

家，其後創立科技公司，他直言
不希望高比拜仁僅出任投資公司
的贊助人，「重點是必須有所增
值」。
今次並非兩人首次合作，他們

3年前起便合作投資15間公司，
但直至「高比仔」退役，才正式
設立創投基金。據報他們將投資
體育媒體網站The Players Tri-
bune、電子遊戲開發商 Scope-
ly、法律服務公司LegalZoom、
果汁公司Juicero等，暫時無計劃
尋找外部投資者。

■《華爾街日報》

高比拜仁7.7億搞創投基金
英國在野工黨昨日展開黨魁選舉，65萬名合資格選

民可在下月21日或之前，透過實體選票或電子投票方
式選出新黨魁，決定郝爾彬繼續留任，還是由挑戰者
史密斯執掌工黨，預料下月24日公佈結果。有分析認
為，今次選舉異常激烈，或會進一步分裂工黨。

郝爾彬揚言廢上議院
67歲的郝爾彬深受工黨支持者歡迎，工黨會員人數

自去年2月以來，由20萬飆升至54萬。郝爾彬批評英
國政壇存在「民主赤字」，國家被少數特權人士把
持。他主張進行激進改革，包括廢除由貴族組成的上
議院。 ■法新社/《獨立報》

郝爾彬vs史密斯
工黨黨魁選戰開打

事發於福岡縣福岡市西面的須惠町。報道指，39歲男戶主淵真佐
夫前晚11時左右在寓所1樓的睡房睡覺，清晨起床後，發現睡

在隔鄰房間的4名子女遇害，同樣身處房內的妻子淵純子則左手手腕
受傷，他於是在5時50分左右報警。4名死者分別是兩人的10歲長
子淵俊介、6歲的一對孖女淵美唯和淵美菜，以及3歲幼女淵美櫻，
據報他們的屍體並排躺在房內。

電線綁子女頸 菜刀割脈自殺
警方到場將淵純子送院，她傷勢輕微，其後向警方承認殺害4名子
女，包括用電線綁住其中一人的頸部。淵純子又供稱用菜刀企圖割
脈自殺，警方根據其口供在事發現場的浴室內發現一把菜刀。

上周兩報警 6歲孖女討喜
現場是一般住宅區，附近鄰居都對發生倫常慘劇感到震驚。有鄰
居表示，昨日早上聽到救護車響號後，聽見一名女子邊哭邊大叫
「我也想死」，又指以往未聽過出事一家傳出爭吵聲，對慘劇感到
難以置信。警方則指，淵純子於上周五及周六先後兩次致電報警，
暫時未知與慘劇是否有關。住在附近的一名老婦表示，經常在附近
公園看見4名死者玩耍，「孖女穿着同樣的衣服玩耍，很可愛很精
神。」另一名女鄰居則表示，她的兒子上月曾與10歲死者淵俊介一
同到泳池玩，「當時他們母子倆都沒有任何問題。」
母親殺死子女然後自殺的案件在日本並不罕見，部分案件與家庭
貧困有關。千葉縣一名單親媽媽兩年前據報因無力繳付租金，殺死
女兒後企圖自盡；千葉縣上月亦發生母親殺死3名兒女的倫常慘
案。。 ■法新社/日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

最細3歲 行兇後自殺未遂

日婦殺4子女女
「我也想死」

強颱風「蒲公英」昨日早上吹襲
東京，帶來狂風暴雨，交通大受影
響，逾500班航機取消，當中超過
400班是在羽田機場升降的國內線航
班，估計逾6萬人受阻。「蒲公英」
在千葉縣館山市登陸後，繼續以每
小時20公里速度向北移動，預計今
日抵達北海道，北海道已發佈暴雨
預警，約6,090人須疏散，JR北海道
連接札幌、網走及釧路的140多班列

車停駛。
東京成田機場昨日下午 2時 20

分，因錄得每小時126公里風速，被
迫關閉機場控制塔一小時，其間機
場停止運作，是該控制塔首次因颱
風吹襲而關閉。「蒲公英」造成11
人受傷，其中3人重傷。截至當地時
間下午4時，「蒲公英」集結於東京
東北面，以時速35公里向北移動。
另一方面，熱帶風暴「圓規」前

晚登陸北海道，引發大浪及河流氾
濫，救援人員昨早發現1具男性屍
體，懷疑他駕駛汽車時遭大雨圍困
期間死亡，另有3人受輕傷。由於道
路被吹毀，北海道中部東村町有90
人被困溫泉旅館。一艘載有日本海
上保安廳人員的船隻，前日下午在
福島縣對出海面，搜索一名18歲失
蹤男子時因大浪翻沉，一名人員遇
難。 ■共同社/《日本時報》

「蒲公英」直逼北海道 6000人疏散

日本的虐待兒童個案逐年上升，昨日的倫常慘案只是
冰山一角。當局本月初表示，社福官員處理的虐兒案首
次超過10萬宗，為有紀錄以來最高。防止虐待及忽視
兒童協會會長津崎徹郎(譯音)表示，由於貧困家庭愈來
愈多，加上雙親離異有增加趨勢，虐兒個案恐持續上
升。
政府調查發現，兒童諮詢中心在去年4月至今年3月
共處理約10.3萬宗個案，較前年同期上升16%，亦是
政府自1990年有相關紀錄以來，連續25年錄得上升。

在這些個案當中，約4.8萬宗是精神虐待，包括令兒童
目睹家庭暴力；而身體虐待及疏忽照顧則分別佔約2.8
萬宗及約2.4萬宗。
日本目前僅有200個兒童諮詢中心，部分職員每年要

處理109宗虐待個案。日本於今年5月修改法例，容許
更多專家有權處理兒童受虐事件，並計劃在2019年財
政年度之前，額外聘請550名官員負責兒童社福。

■日本《每日新聞》/
《日本時報》

雖然日本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女性就業，惟情況一直未
見顯著改善，歧視在職懷孕婦女的現象相當普遍，不少
女子懷孕、結婚後都會辭職。日本兩性研究專家川口章
認為，男女職場待遇差異主要源自「男主外女主內」的
傳統觀念，以及企業普遍存在的歧視情況。社會仍將養
育小孩視為已婚婦女的天職，令她們難以在事業上有所
發展。
大部分日本公司內部培訓制度都是為員工終身就業而

設，新員工受訓後，每隔數年獲派到其他部門或分行。
已婚婦女幾乎無法輕易獨自遠行，公司自然不會考慮聘
請她們。

除了職場環境，丈夫態度也是女性無法長期投身職場
的原因。日本「大男人」文化導致在職媽媽承受沉重壓
力，已婚男子每日僅花15分鐘做家務和照顧孩子，遠
低於瑞典、德國和美國男子的3小時。日本有侍產假制
度，但厚生勞動省統計顯示，只有2.63%男人願意放侍
產假，以免阻礙升職或失去工作。
日本各地育兒設施不足，也造成在職母親缺乏支援。

東京政府數字顯示，現時有2萬名兒童輪候日間護理中
心名額，而且設施收費高昂，夫婦首名兒童每月收費高
達7萬日圓(約5,201港元)，令不少家長卻步。

■日本nippon網站/《日本時報》

打工仔不顧家妻缺支援

日本福岡縣昨日發生倫常慘劇，一名41

歲女子昨日清晨在家中，涉嫌殺死4名只有

3歲至10歲的子女，再企圖用菜刀割脈自

殺，但沒傷及要害，她承認殺害4名子女。

警方將案件列為懷疑殺人及自殺案處理，將

調查行兇動機，暫時未起訴該名女子。

■示威華人高舉
「自由、平等」等
標語。 法新社

■■警方以帆布圍着警方以帆布圍着
發生倫常慘劇的大發生倫常慘劇的大
宅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遇害遇害1010歲長子淵俊介歲長子淵俊介

■■警員在現場調警員在現場調
查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京街頭行人狼東京街頭行人狼
狽擋雨狽擋雨。。 美聯社美聯社

■■火車電纜被吹火車電纜被吹
倒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高比拜仁高比拜仁((右右))與著名企業家與著名企業家
什蒂貝合作什蒂貝合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郝爾彬郝爾彬((左左))面臨史密面臨史密
斯的挑戰斯的挑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日虐兒案年逾10萬創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