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槍殺無辜黑人司機 美警無罪引爆示威
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名黑人男子去年駕車時

遭警員截停，更被連開多槍擊斃，其同車女友
及後透過社交網站facebook，直播男友血流如
注的垂死情況，轟動全國。當地法院前日作出
裁決，陪審團裁定涉案警員被控二級謀殺等3
項罪名全部不成立，觸發數百人於法院外示
威，抗議黑人再受歧視。

伸入褲袋拿證件 誤當拿槍
案發於去年7月6日，32歲的卡斯蒂爾當時

駕車載着女友雷諾茲及4歲女兒，其間遭29歲
警員亞涅斯截停，被要求出示駕駛執照和身份
證。當卡斯蒂爾伸手進褲袋拿證件時，向亞涅
斯表明自己擁有槍牌並正攜槍，對方聞言立即
向他手臂連開多槍。

亞涅斯作供
時指，當時誤
以為卡斯蒂爾
是 搶 劫 案 疑
犯，於是截停
對方。卡斯蒂
爾打算取出證
件時，亞涅斯
以 為 他 要 拿
槍，因擔心自己安全而開槍。辯方律師質疑這
些擔心完全無理，亞涅斯犯上嚴重錯誤。雖然
如此，由10名白人和兩名黑人組成的陪審
團，經過逾5天近30小時商議後，裁定亞涅斯
無罪。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法今國會次輪投票
低投票率成馬克龍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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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以國傳商經貿合作 防伊朗
鋪路關係正常化 勢顛覆中東權力結構

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多

個國家，早前先後與卡塔

爾斷交，報復對方和伊朗

愈走愈近。英國《泰晤士

報》昨日引述消息報道，

沙特和以色列擔心伊朗坐

大，雙方正商討加強經貿

合作，這分別擁有兩大聖

城(麥加和耶路撒冷)的國

家有機會走上關係正常化

之路。

作為阿拉伯國家聯盟的主要成員，沙特
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立國，迄今未與

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兩者在打擊巴
人武裝組織哈馬斯方面擁有共同利益，而且
都擔心伊朗的影響力上升。《泰晤士報》引
述阿拉伯和美國消息人士指，兩者將從較小
範圍的領域着手，讓以國企業在波斯灣地區
營商，例如容許以國客機飛越沙特領空。

局勢恐更不穩 加劇衝突
卡塔爾被指支持哈馬斯，沙特早前與對
方斷交，來加強與以色列的關係。分析指，
沙特和以國皆是伊朗在區內最大敵人，它們
結盟將顛覆中東現有的權力結構，可能令局
勢更加不穩，加劇衝突。報道同時引述沙特
的消息指，該國否認向以國靠攏，認為這只
是美國一廂情願，試圖彰顯美國總統特朗普
早前出訪中東帶來的成果。

憂忽略立國訴求 巴人不滿
白宮內部亦就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法出現

分歧，特朗普中東特使格林布拉特希望拉攏
以巴重返談判桌。另一方面，特朗普女婿庫
什納卻與沙特副王儲薩勒曼會談，商討改善
海灣國家與以色列的關係，最終實現以巴和
平。不過，巴人對這建議極為不滿，擔心立
國的訴求會遭忽略。現時區內只有埃及和約
旦與以國建交，以國曾於卡塔爾首都多哈建
立貿易辦公室，但在2009年初加沙戰爭升
溫，卡塔爾單方面宣佈關閉該辦公室。
有分析認為，如果沙特最終選擇對以色

列妥協，強硬派穆斯林會視之為對巴勒斯坦
人的背叛，或者是美國分裂阿拉伯世界的陰
謀，「伊斯蘭國」(ISIS)等極端組織將把沙
特王室描繪為失去統治的合法性，令中東添
亂，打擊跨國反恐合作。 ■《泰晤士報》

以色列耶路撒冷舊城區前日發生致命襲擊案，3
名巴勒斯坦人以槍及利刀攻擊當地警員，造成一名
女警死亡，另有4人受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昨日於網上承認責任，若屬實將是該組織首次
於以色列施襲。不過，控制加沙地帶的伊斯蘭武裝
組織哈馬斯宣稱是他們的成員施襲，與ISIS無關。
事發時正值齋戒月，數以萬計來自東耶路撒冷及

約旦河西岸的巴人，湧到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
祈禱。警方指，當時兩名巴人向警員開槍，警員立

即還火，此時第3名兇徒手持利刀，刺中23歲女警
馬勒卡。3名施襲者最後被警員擊斃，馬勒卡身受
重傷，送院後證實不治。
ISIS發表聲明，指今次襲擊是為伊斯蘭教及被迫

害的穆斯林報仇。哈馬斯則稱3名兇徒分別是哈馬
斯及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的成員，指ISIS企圖淌
渾水。以色列事後公佈3名施襲者姓名，與ISIS在
網站發表的有所出入。 ■法新社/路透社

3狂徒殺以女警「伊斯蘭國」哈馬斯爭認責

法國今日舉行國民議會選舉次輪投
票，總統馬克龍領導的「共和前進黨」
(REM)在首輪投票大勝，最新民調更預
計REM聯同聯盟政黨，可取得多達470
席，佔國民議會全部550席的逾8成。然
而，由於首輪投票的投票率不足5成，
被批評民意授權不足，總理菲利普在選
前呼籲選民踴躍投票。
在上周日首輪投票中，缺席投票率為
51.3%，是近60年來最高，預計今日投

票的缺席率將升至53至54%，遠高於5
年前同一選舉的44.6%。

聯盟料奪470席
近日3項民調顯示，REM及其盟友可

取得440至470席，是至今預計的最高數
目；傳統右翼政黨共和黨及其盟友料只
得70至90席；前總統奧朗德所屬的社會
黨，相信只能保住20至30席，流失200
多席。在總統決選中敗給馬克龍的勒

龐，她領
導的極右
「國民陣線」
在國會選舉料
繼續失利，最多只能取5席；極左的
「不屈法國」與盟友共產黨，則預料取
得5至15席。領導「不屈法國」的梅朗
雄前日指出，逾半選民缺席首輪投票，
質疑馬克龍政權的正當性。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東京高層住宅大廈 8成消防檢查肥佬
日本東京都消防廳昨日表示，消防員對東

京都內576幢高層住宅大廈執行消防安全檢
查，發現有463幢不合格，不合格率達80%。
東京都政府規定，高度31米(相當於11層)以

上的樓房屬「高層建築」，目前東京都內共有
高層建築9,288幢，去年共發生153次火災，

造成2人死亡及58人受傷。消防廳稱，由於消
防車的消防喉無法應付高層大火，因此可能發
生像英國倫敦高層住宅大廈的悲劇。
這次消防安全檢查在去年展開，不合格的
主要原因是大樓沒有防火管理人員，又或沒檢
查消防設備，違反消防法例。 ■日本新聞網

多國向科爾致敬 戈爾巴喬夫：傑出人物
一手推動德國統一及歐洲一體化
的德國前總理科爾，前日在路德維
希港的家中逝世，享年87歲。多
國領袖紛紛向這位「德國統一之
父」致敬，來自東德的德國總理默
克爾形容科爾統一德國，徹底改變

了她的人生。1990年7
月與科爾達成東西德統

一協議的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
讚揚科爾是傑出人物，當年克服了
充滿猜疑的氛圍，達致互相信任，
令他在德國、歐洲及國際歷史上留
名。
科爾於1982至1998年先後擔任

西德及德國總理。美國前總統老布
什發表聲明，讚揚科爾是歐洲戰後

最偉大領袖之一，形容他討厭戰
爭，但更討厭極權，「與我的好友
緊密合作，在北約框架內和平結束
冷戰及達成德國統一，依然是我一
生中最大樂事之一。」法國總統馬
克龍在twitter貼文，指科爾是德國
統一及法德關係的締造者，形容歐
洲失去一位偉人。■法新社/路透社

英國倫敦格倫費爾大廈火災演變成
政治風暴，矛頭直指首相文翠珊。她
前日到大廈附近安撫民情，被大批市
民圍堵，大罵「懦夫、謀殺犯，以你
為恥」。

數百人衝擊市議會
文翠珊後來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訪問時繼續犯錯，迴避回答是否錯估
市民情緒，遭網民狠批「無人性」。
文翠珊昨在唐寧街接見災民代表和社
區領袖，並主持跨部門會議商討支援

工作。
大火造成30人死亡，仍有70人不知

所終，估計已凶多吉少，消防員在無
人機和搜救犬協助下，繼續搜索工
作。數百人前日衝入肯辛頓和切爾西
市議會，警方築起人牆阻擋，雙方爆
發衝突。示威者不滿當局未有防範格
倫費爾大廈隔熱層的易燃風險，而在
慘劇後亦沒回應居民訴求，希望討回
公道。文翠珊下午到訪格倫費爾附近
的教堂，甫出現即遭市民圍堵，要求
她下台，大批警員為她開路，匆匆離

開。
文翠珊已宣佈立案徹查事

故，並撥出 500 萬英鎊 (約
4,995萬港元)協助災民。她前
晚接受BBC訪問，試圖為民憤
降溫，但適得其反。主持人單
刀直入，指出公眾想聽她說說
究竟哪裡出了差錯、政府是否

負責，她答非所問地稱「這是一場非
常恐怖的大火，居民喪失性命、家園
盡毁，逃走時身上一無所有」。主持
人不滿文翠珊的答案，質問她是否不
明白公眾的憤怒，文翠珊再次迴避，
說「我已確保救援人員獲得足夠支
援，為事件善後」，之後又機械式地
重覆與之前一樣的答案。這番表現被
網民和傳媒猛烈抨擊。

英女王官方壽辰巡遊默哀
倫敦昨日舉辦巡遊活動，慶祝英女

王伊利沙伯二世的91歲官方壽辰日，
活動之前，為倫敦大火死難者默哀一
分鐘。她致辭時稱，英國最近發生恐
襲和火災等一連串悲劇，國民情緒低
落，但「我們哀傷時必須團結，保持
堅定意志，支持那些經歷可怕災難的
人們重建生活」。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衛報》

怒火市民促下台
文翠珊遭圍堵急撤

開火災屍袋影遺容 英男囚3月
一名居於格倫費爾大廈附近的男子，火

災當天打開放在其屋外的一個屍袋，用
iPad拍下大火死者屍體容貌及流出的鮮
血，並將照片及視頻上載社交網站face-
book。他前日提堂時承認兩項在公眾網絡
發放冒犯及不雅物品罪，法官嚴詞斥責被
告侮辱死者尊嚴，判處他入獄3個月。

43歲被告姆瓦伊坎博住在火場不遠處，
目睹整幢大廈被大火吞噬。辯護律師稱，
姆瓦伊坎博上載死者相片及視頻並非出於
惡意，只是對死者遺體被棄於路邊感到震
驚，公開相片只想引起公眾關注，因此做
出判斷錯誤的行為。

■《每日電訊報》

■■大批市民在格倫費爾附近大批市民在格倫費爾附近
的教堂外示威的教堂外示威。。 法新社法新社

■■「「他們滿手鮮血他們滿手鮮血」」

■■沙特和以色列正商討加強經貿合作沙特和以色列正商討加強經貿合作。。圖為以色列總理圖為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內塔尼亞胡，，右圖為沙特國王右圖為沙特國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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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馬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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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卡馬勒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