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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服裝連鎖店H&M早前一個宣傳童裝衛衣
的網上廣告，因一名黑人男孩模特兒身穿的綠色
連帽衛衣，寫上「叢林裡最型的猴子」，被批種
族歧視黑人。南非一個反對黨前日在多家H&M
連鎖店發動示威，示威者更闖入店內大肆搗亂。

H&M暫關全國17店
今次示威由左翼政黨「經濟自由戰士」發起，

約翰內斯堡高級購物中心桑頓城前日早上開門後
不久，數十名身穿紅色Ｔ恤的經濟自由戰士成員
衝入H&M商店，推倒模特兒公仔及踢倒衣架，
並破壞防盜感應器，衣物散滿地上，不少正在購
物的顧客驚惶躲避。
H&M宣佈暫時關閉南非全部17間分店，確保
情況安全後會盡快重新營業。經濟自由戰士副主
席施萬布在twitter貼文，指H&M正吞下其種族

主義苦果。部分網民不滿暴力抗議，聲稱「若
H&M真的撤出南非，經濟自由戰士能賠償那些
因此失業的員工嗎？」
瑞典投資銀行Nordnet的經濟師波諾爾稱，今
次種族歧視風波再次反映H&M的管理問題，在
面對網購的激烈競爭下，事件進一步打擊投資者
對該公司的信心。 ■法新社/《紐約時報》

2前日報道，在時尚界名氣響噹噹的攝
影大師泰斯蒂諾和韋伯，合共被28名男
模特兒和前助手指控性騷擾，1990年代
男超模洛克直斥泰斯蒂諾是「性掠奪
者」，經常對模特兒上下其手，韋伯則
被指經常要求模特兒作不必要的祼露。
兩人均發聲明否認指控。

操刀威廉凱特訂婚照
63歲的泰斯蒂諾與名模姬摩絲長期合作，並經

常替英國王室成員拍照，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的
訂婚照，以及已故戴安娜王妃1997年在《名利場》
的封面照，均由泰斯蒂諾操刀。多達13人指控泰

斯蒂諾性騷擾，包括兩名曾為時裝品牌
Gucci擔任模特兒的男子。前助手巴雷特
指對方於1990年代末曾以勃起的陽具磨
擦其腿部，還在他面前自瀆，指泰斯蒂
諾無論在酒店房間、汽車後座還是飛機
頭等艙，均會做出類似不當行為。
71歲的韋伯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是

享負盛名的商業及藝術攝影大師，曾為Calvin
Klein和Abercrombie & Fitch等品牌拍攝模特兒
宣傳照。他被15名現職或已退休模特兒指控性騷
擾，數名男模異口同聲表示，韋伯喜歡安排年輕
男模到酒店房間，然後藉詞進行「呼吸練習」，撫
摸他們的身體。 ■《每日郵報》/法新社

土耳其廉航飛馬航空一班載有
162名乘客和6名機員的波音737
客機，前晚由首都安卡拉飛抵南
部城市特拉布宗，降落時失控滑
出跑道，衝落跑道旁的山崖，幸
而客機輪胎被泥濘卡着，未有直
衝進崖下的黑海。客機半掛在山
崖，機身損毀，機上所有人並無
受傷，緊急逃出機艙後留在山坡
上等候救援。
當局表示正徹查客機出事原

因。根據氣象數據，事發時機場
一帶下微雨及有霧，跑道結冰濕
滑，懷疑因此肇禍。特拉布宗機
場事發後臨時關閉，多班航班需
取消或延誤。
有乘客拍得出事後機艙內的情

況，看見乘客爭相離開機艙，婦
孺被嚇至哭泣，機員透過廣播系
統呼籲乘客冷靜，艙內冒煙但未
有起火。

■《每日郵報》

抗歧視黑人廣告
南非左翼闖H&M店搗亂

衝出跑道掛崖
土客機險墮黑海

涉性騷擾13男模 英王室攝影師被控

緊急事故管理局於當地時間前日早上8時07分(香港
時間昨日凌晨2時07分)，透過手機、電視台及電

台發出警報，內容顯示「彈道導彈將威脅夏威夷，立即
尋找掩護，這不是演習」。當局約10分鐘後在微博
twitter作出澄清，但沒瀏覽社交網站的人仍蒙在鼓裡，
當局在8時45分才透過手機通知居民，全程38分鐘。

居民望海享受最後時光
56歲的斯泰茜在收到警報後，即時叫醒16歲女兒，
形容她當時大哭大叫，情緒失控。有人更以為自己大限
將至，認為與其逃生，倒不如留下來欣賞大海風景，享
受最後時光。夏威夷女探險家蒂爾表示，所有人當時都
很驚慌，她在環遊世界探險時曾經歷非常駭人的狀況，
但前日是她一生中最惡劣一刻。

「造成多少人心臟病發？」
檀香山居民昆譚諾說，她丈夫看到警報簡訊後，把她

從睡夢中搖醒，「我們住在5樓，根本無處可逃，沒有
避難所。」他們後來上網搜尋，證實這是假警報。」昆
譚諾不滿當局要花近40分鐘才能作出澄清，形容「這
不知造成多少人心臟病發？」

高球手蓋床墊躲浴缸祈禱
檀香山正舉行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 ，美國高球

手彼得森得悉警報後在twitter表示，「我現在和妻子、
孩子及親戚蓋上床墊躲在浴缸內，上帝啊，請不要讓導
彈威脅成真」。

當局認衰改程序 需兩人發報
井下表示，緊急事故管理局每日有3次職員換更，當
局會更改程序，今後需由兩名而非一名職員負責發出類
似警報，確保不會再發生誤報。國防部發聲明指，美軍
太平洋司令部沒發現導彈來襲的證據，但部分人員仍採
取避難措施，直至警報解除。白宮表示，事件純粹是一
場演習，總統特朗普已聽取匯報。
夏威夷上月起為防範朝鮮導彈襲擊，重新測試冷戰時

期的核預警系統，是冷戰結束後首次，緊急事故管理局
稱，夏威夷州每月仍會測試這系統。由於夏威夷經濟依
賴旅遊業，旅遊局官員擔心今次誤報可能影響遊客到當
地旅遊的意慾。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職員按錯掣發避難警告 居民遊客大逃亡

夏威夷「導彈危機」38分鐘
朝鮮去年多次試射彈道導彈，揚言可攻擊

關島以至美國西岸，夏威夷更重新測試冷戰

時期的核預警系統。夏威夷緊急事故管理局

前日突然透過手機等渠道，向居民發出彈道

導彈來襲警報，呼籲避難，不少當地人和遊

客慌忙躲進地下室等安全地方。當局直至近

40分鐘後才作出修訂，指警報錯誤，證實在

測試警報系統期間，一名職員換班時誤按發

出警報按鈕。夏威夷州日裔州長井下指事件

不可接受，並為此致歉。

烏龍導彈警告令度假勝地夏威夷出現
一幕幕末日場景，部分居民蜷縮在浴缸
和枱底，途人匆忙躲進建築物。有家長
把兒童放在坑渠內，亦有人致電摯愛親
友「告別」。遊客戈德鮑姆當時在瓦胡
島探望服役的兒子，她認為美國與朝鮮
元首之間隔空對罵，讓美國人緊張和不
安，「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日軍也是在早上偷襲夏威夷
珍珠港基地，故此事令部分居民聯想起
偷襲珍珠港。

致電摯愛親友「告別」
遊客阿德南表示，事發時他和家人身
處酒店36樓，非常驚慌，把嬰孩放在
浴室後不知所措，妻子哭了起來。夏威

夷大學學生鄧蓋特表示，得悉警報時正
在宿舍內，一邊逃走一邊致電父親，但
沒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整個校園陷入
恐慌。在威基基海灘任教滑浪班的薩拉
那形容，人們的手機紛紛響起，並迅即
離開海灘，剩下他孤身一人。很多居民
承認，若真的有朝鮮導彈來襲，也只有
15分鐘預警時間，他們能夠做的不多。

檀香山正舉行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巡迴
賽，美國高球手湯馬斯表示，其他高球
手告訴他有導彈來襲，但他認為「要來
也躲不了」，索性坐在梳化看電視和聽
音樂。韓裔高球手魏聖美也被警報嚇了
一跳，在微博twitter說「什麽！不是真
的吧」，待得知是誤報後說「天呀，我終
於放下心頭大石」。 ■英國廣播公司

恐偷襲珍珠港翻版 孩童躲坑渠

美國夏威夷緊急事故管理局誤發導
彈來襲警報，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表
示將徹查事件。然而今次僅因一名職
員出錯，便導致夏威夷陷入恐慌，反
映全國無線緊急警報(WEA)系統的不
足之處。WEA自2012年運作以來，
一直備受詬病，包括無法準確向特定

對象發出警報，覆蓋範圍過於廣泛，
不太可能受威脅的人也收到訊息，造
成不必要恐慌，而且系統不支援英語
以外的語言，要求革新的呼聲高漲。
WEA會發出3類警報，第一類由總

統發出，第二類是涉及人身安全的即
時威脅，第三類是確認兒童綁架案的

安珀警報，至今合共發出超過3萬
次。得州哈里斯縣官員上月會晤FCC
委員，表示當地去年受颶風「哈維」吹
襲，由於WEA不能精確地向最可能
受影響的居民傳達警報，故最後向該
縣大部分地區發出通知。
加州民主黨參議員賀錦麗和范士丹

去年10月致函FCC主席帕伊，表示
WEA鎖定位置的能力不符合標準，加
上系統出現其他技術問題，很多加州
居民在去年山火逼近時仍未收到緊急
警報，認為當局須在提醒面對即時危
險的公眾，以及造成集體恐慌之間作
取捨。 ■《紐約時報》

美警報系統「寧濫勿缺」惹多餘恐慌

■客機輪胎被泥
濘卡着，未有直
衝進黑海。

秘魯民防部門表示，當地昨日發生
黎克特制7.3級強烈地震，最少造成2
人死亡、65人受傷，當局接報部分地
區停電。衛生部長證實一個礦場在地
震中倒塌，起初表示有17人失蹤，其
後指救援人員確認只有3人失蹤。

曾發海嘯威脅
美國地質勘探局指出，地震於當地

時間清晨4時18分(香港時間下午5時
18分)發生，震央位於阿雷基帕省阿卡
利市西南偏南40公里，震源深度36公
里。美國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最初警

告，預計部分沿岸地區會發生海嘯，
秘魯及鄰國智利將出現較正常大的海
浪，但其後宣佈解除海嘯威脅。
國家民防局局長查韋斯表示，阿雷

基帕省最少2人死亡，包括尤卡鎮一
名55歲男子遭墜落的石塊擊中喪生。
省長奧索里奧稱，當局接報有多區斷
電，部分以磚塊搭建的房屋倒塌，一
些道路出現裂痕。
秘魯地震頻繁，由於許多房屋結構

並不堅固，難以承受強震。2007年伊
卡地區曾發生7.5級地震，造成數百人
喪生。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秘魯7.3級震2死65傷
礦場倒塌3失蹤

■■泰斯蒂諾泰斯蒂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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