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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反公投廣告
歧視穆斯林

明日投票 放寬移民後代公民權審批
為了讓移民後代更容易取得公民權，瑞士當局

打算修例，加快移民第3代的歸化審批，並於明

日就此舉行公投。雖然目前瑞士的移民第3代主

要是歐洲國家公民，但右翼政黨擔心，鑑於中東

難民不斷湧入瑞士，這項措施未來將會為大量穆

斯林入籍瑞士鋪路，勢將沖淡民族歸屬感。最新

民調顯示，「支持」領先「反對」11個百分點，

但差距較早前已經大幅收窄。

對普羅大眾而言，踏單車有助放鬆心情，不
過對伊拉克女性來說，僅僅是踏單車亦會引來
奇怪目光，甚至可能遭到惡言相向。為重拾女
性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巴格達25歲女子賈比
爾去年於當地發起踏單車行動，消息隨即在社
交媒體廣傳，並獲全國女性呼應，又指這是她
們挑戰「伊斯蘭國」(ISIS)等極端思潮的方式。
發起行動的賈比爾表示，在其祖母及母親生

活的年代，女性踏單車是正常不過的事，因此
發起計劃，持續於住所附近社區踏單車，一幅

她在老翁身邊同踏單車的照片其後獲網民瘋
傳，吸引不少伊拉克女性仿傚。 ■法新社

新西蘭發生當地第三大鯨魚擱淺事
件，南島一個海灘前晚有416條領航鯨
集體擱淺，當中約300條死亡。大批保
育人士及居民爭分奪秒拯救其餘100條
鯨魚，希望趁潮漲把牠們送回大海。
事發於新西蘭南島北部的「黃金
灣」，該海灘位置偏遠，但很受遊客歡
迎。數百人於昨清晨時分趕赴現場救
援，有人撫摸鯨魚身體、向牠們唱歌，
協助牠們保持鎮靜。居民也搜集家裡的
毛巾、水桶和床單等物品，幫助鯨魚保
持身體濕冷，維持生命。
現場潮漲後，救援人員築成人鏈，防
止鯨魚游出大海後再被沖回岸邊。保育
部門負責人坦承，大部分鯨魚已死亡，
估計生還的鯨魚身體狀況不佳，擔心會
有更多鯨魚死亡。由於現場有大量鯨屍
堆積，亦阻礙救援人員將生還鯨魚推回

大海。
成年領航鯨身體可長達6米，牠們習

慣成群結隊活動，即使部分鯨魚游離岸
邊，亦可能為了跟隨大隊而掉頭，增加
擱淺風險。黃金灣地形特殊，鯨魚一旦

接近，就難以再次游回深海。在1918年
及 1985年，新西蘭分別有1,000條及
450條鯨魚集體擱淺。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伊拉克單車女挑戰「伊斯蘭國」

紐逾400鯨擱淺
義工唱歌冀挽命

法國反恐部門昨日在南部城
市蒙彼利埃拘捕4人，包括一
名16歲少女及其22歲男友，
他們涉嫌企圖在巴黎旅遊區發
動自殺式炸彈襲擊，可能與極
端伊斯蘭主義有關。
調查人員最近數星期密切監

察4名疑犯的電腦，據報透過
社交網站確認他們的身份。當

局昨日在他們購買俗稱「撒旦
之母」的「三過氧化三丙酮」
(TATP)炸藥原料後，把他們拘
捕。調查人員又搜查蒙彼利埃
一個單位，發現一個炸彈實驗
室，檢獲炸藥原料及扣查多部
電腦，將會用作進一步調查。

■《每日郵報》/
英國天空電視台/路透社

隨着時代變遷，新一代對食物的觀念
也隨之而變，英國連鎖超市Sainsbury
昨日公佈一項調查，顯示在35歲以下年
輕人中，僅17%聲稱從未浪費食物。曾
經歷戰後食物配給的65歲以上長者則比
較「惜食」，約2/3表明從不浪費食
物。調查又顯示，生於1980年代中或以

後的新一代，喜歡具另類風格的食物，
並把照片上載到Instagram(ig)與友人分
享，但由於烹調這些食物時往往使用難
以循環再用的物料，導致浪費。
調查顯示，約55%介乎18歲至34歲
的年輕人懷有「活着就是要吃」的態
度，把口腹之慾置於生存需要之上。他

們未能制訂飲食計劃，往往購買過多食
物，最終被迫棄置。但年長人士則認為
「吃飯是為了活着」，傾向珍惜食物。
英國人每年棄置1,500萬噸廚餘，當

中約700萬噸來自家庭，總值約75億英
鎊(約727億港元)。

■《衛報》/路透社

16歲女謀炸巴黎
法拘4人

煮食只為影相「ig世代」變大嘥鬼

法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菲永被揭以公帑聘用妻兒出
任掛名議員助理，民望持續下跌。民調機構Odoxa最
新調查顯示，70%選民希望他退選，約74%對他持負
面評價。在被視為共和黨「基本盤」的右翼選民中，
也有53%希望由其他候選人代替菲永出戰。另一項民
調則顯示，在法國政治人物中，菲永支持度由第3位
跌至第18位，前進黨總統候選人馬克龍進佔榜首。
菲永代表律師前日表示，菲永已就兩名子女在2005
年至2007年間出任議員助理時的工作，向當局作出解
釋。調查人員據報已向兩人問話。

■路透社/美聯社

德國柏林影展前日開幕，香港著名電影人施
南生於香港時間昨晚獲大會頒發金攝影機獎，
以表揚她作為製片人對電影業的貢獻，是繼鞏
俐和許鞍華後，史上第三名華人獲頒這個獎
項。大會讚揚施南生是國際電影業其中一位最
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製片人和發行商，穿着一
身中式長衫領獎的施南生表示興奮，感謝大會
對其工作的肯定。

開幕片影射特朗普禁令
難民危機是歐洲現時最熱門的政治議題，柏

林影展上涉及難民和種族問題的電影自然成為
焦點。今屆開幕電影是法國導演科馬爾的
《Django》，講述二戰法國淪陷期間，爵士結
他傳奇賴因哈特(Django Reinhardt)因為拒絕為
納粹演奏而逃難的故事。科馬爾表示，片中不
少情節與現今政局相似，例如難民危機以及美
國總統特朗普的入境禁令。
《Django》以賴因哈特的真人真事改編，天

生左手只有3隻手指能活動。他是吉卜賽人，

被視為爵士結他的開山祖師。劇中講述法國淪
陷後，賴因哈特被要求到柏林為納粹領袖演
奏，但他知道族人在德國的遭遇後，決定舉家
逃亡瑞士。本片是柏林影展競賽單元18部入圍
電影之一，將角逐最佳電影「金熊獎」和其他
獎項。 ■路透社/法新社/《荷里活報道》

施南生柏林影展獲金攝影機獎

對於很多在瑞士的移民後代而言，申請入籍堪稱一次漫長
又痛苦的經驗。20歲的彼得魯希奇是移民第3代，祖父來自
克羅地亞，她則在瑞士出生，但要到16歲才成功入籍，從
申請到獲批歷時逾兩年，她不但要通過無數考試，最後甚至
要參加居民大會，讓當地人決定是否接納她，情況猶如公
審。
彼得魯希奇雖然在瑞士土生土長，但仍要證明自己能融入
社會。她先要參加一場德語口試，但難不到以德語為母語的
她。其後，她要繳交3封推薦信，當局甚至要求她的導師及
學校編寫報告，評價她的表現。彼得魯希奇曾與地方官員兩
度會面，回答有關融入社會的問題。
審批還未告一段落，彼得魯希奇最後要出席居民大會，官
員會將所有申請交給當地公民審閱，在投票階段，申請者都
要暫時離開會場，「大家的視線都落在我們身上，感覺相當
怪異」。彼得魯希奇認同政府不應輕易批出護照，但現時的
程序太複雜，應該簡化。 ■Expatica網站

瑞士的入籍規定相對嚴格，即使在本地出生，也不等於
自動取得國籍，當局打算放寬規定，任何在瑞士出生

的移民後代，只要其中一名祖輩擁有居留權，又或者在當地
出生，當局就會加快批出歸化申請。根據移民部門數據，約
2.5萬人將會受惠，約60%是意大利裔。新措施獲政府、大
部分議員及政黨支持，然而反移民右翼政黨瑞士人民黨
(SVP)卻對此感到擔憂，有議員稱，再過一至兩個世代，移
民第3代的祖先就會主要來自非洲及中東。

滲種族元素如納粹宣傳
為阻止公投通過，廣告公司Goal製作了極具爭議性的宣
傳海報，顯示一名穆斯林裝扮、只露出眼睛的女子，她背後
的瑞士國旗被形同長矛的尖塔刺穿，這張海報在大街小巷廣
泛張貼。廣告由反對新措施的「反對容易公民權委員會」資
助，當中不少委員都是SVP資深黨員。瑞士主流政治向來無
法容忍帶歧視性質的廣告，廣告商瓦爾克認為，Goal的廣告
往往滲入宗教及種族元素，與前蘇聯及納粹德國的宣傳伎倆
相似，認為這種現象相當可怕。
瑞士百多年前已是移民熱門目的地，在19世紀後期，歐

洲鐵路網急速擴張，首批移民抵達瑞士，當時的移民主要來
自鄰國。截至1970年代，意大利及西班牙移民是瑞士的主
要勞動力，但時至今日，選擇移民瑞士的歐盟公民，教育水
平往往較當地人還要高。目前，瑞士的移民佔總人口約
25%，當中超過80%來自意大利、德國等歐洲國家。

■法新社/swissinfo網站

移民後代16歲才入籍
過程如公審

法7成選民促菲永退選

■■右翼反公投廣告在瑞士大右翼反公投廣告在瑞士大
街小巷廣泛張貼街小巷廣泛張貼。。 法新社法新社

■■瑞士民眾曾示威反對放寬移瑞士民眾曾示威反對放寬移
民後代公民權審批民後代公民權審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民眾抗議菲永白支公帑民眾抗議菲永白支公帑。。

■■數百人趕赴現場救援數百人趕赴現場救援。。 路透社路透社

■■施南生是繼鞏俐和許施南生是繼鞏俐和許
鞍華後鞍華後，，第三名華人獲第三名華人獲
頒這獎項頒這獎項。。 法新社法新社

■■賈比爾在老賈比爾在老
翁身邊踏單車翁身邊踏單車
的照片瘋傳的照片瘋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