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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將於明日舉行修憲公投，決定是否
推翻自1983年以來實施的墮胎禁令，容許女
性合法墮胎。支持和反對修憲的陣營連日宣
傳，最新民調顯示，贊成解禁墮胎一方支持
率約44%，領先反對一方12個百分點，但兩
者差距正收窄。
愛爾蘭屬天主教國家，1983年通過公投，

在憲法第8條加入修正案，指出未出生嬰兒
與母親有同等人權，國會隨後通過法案，禁
止孕婦接受終止懷孕手術，違者最高可被判
監14年。自此以後前往海外墮胎成為不少愛
爾蘭婦女的唯一選擇，據統計每年就有多達
3,000名愛爾蘭女性到一海之隔的英國墮胎。

孕婦湧英墮胎 年輕人撐修憲
近年反墮胎法案爭議日增，2013年印度裔

女子哈拉帕納瓦被拒墮胎後死亡，引起公眾
不滿，迫使當局容許有生命危險的孕婦墮
胎；此前懷胎期間胎位不正的孕婦梅利特亦
因法例所限，被迫到英國墮胎，她其後向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告並勝訴，愛爾蘭當局最
終賠償3萬歐元(約27.6萬港元)。
愛爾蘭政府宣佈就憲法第8條公投，計劃

廢除墮胎限制，容許所有懷孕未滿12周的婦
女墮胎。總理瓦拉德卡及大部分國會議員贊
成修憲，但在野共和黨多名議員認為建議過
於激進，要求只作有限度修例，容許女性在
因姦成孕或嚴重胎位不正等情況下墮胎。
贊成修憲人士大多來自城市的年輕人，他

們於網上促請海外公民回國投票。27歲的米
佐尼10年前意外懷孕，最後秘密到英國墮
胎，她坦言反墮胎條例只會製造不安全和非

法的墮胎活動，瓦拉德卡亦稱在現行法例
下，不少孕婦私下服食墮胎藥，可能構成生
命危險。

fb拒廣告 反墮胎陣營批操控
反墮胎陣營批評支持修憲一方放大個別例

子，強調墮胎是殺死小生命，部分人則要求
先反對修憲，再修改現行條例。瓦拉德卡強
調一旦公投不獲通過，便不會推動修例，批
評反墮胎一方過去30多年均沒修例，如今突
然提出反建議，只是為阻止公投通過的伎
倆。科企Google和社交網站facebook均拒絕
接受與公投有關的廣告，由於反墮胎一方較
多使用網上廣告宣傳，他們因此批評公投
「受操控」。

■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法新社

愛爾蘭修憲公投 或廢35年墮胎禁令

美國紐約上班族每日面對繁忙工作，普遍
缺乏充足睡眠。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一
項研究顯示，只有24%紐約居民每日能有8
小時以上的睡眠。有商家看準市場潛力，推
出租用睡艙服務，為打工仔提供地方小休，
結果大受歡迎。

30分鐘收費94元
位於賓夕法尼亞車站一幢3層高建築物的

Nap York剛於3個月前開業，設有多個木製
睡艙，客人只需付出12美元(約94港元)，便
可不論日夜小休30分鐘。Nap York開業時只
有7個睡艙，由於反應熱烈，公司隨後增設

22個睡艙，並計劃於天台提供吊床，半小時
收費15美元(約118港元)。公司市場總監韋洛
里奇表示，紐約市內很難找到安靜的地點休
息，Nap York希望為所有疲累的市民提供休
息地方。
任職旅遊公司的勞拉·李(Laura Li ，譯音)
稱，她習慣於午膳時間前往休閒中心YelaS-
pa，在私人空間內小睡35分鐘「充電」。
YelaSpa收費每分鐘1美元(約7.8港元)，最低
收費20美元(約157港元)。她表示雖然有朋友
認為浪費時間和金錢，但她能負擔這開支，
亦感覺非常值得。

■法新社

社交網站facebook(fb)創辦人朱克伯
格前日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歐洲
議會聽證會。他承認fb未就打擊假新
聞、防止外國干預選舉及保護用戶私
隱盡其責任，為此向公眾致歉。然
而，對於用戶接收針對性廣告的選擇
權、fb與旗下手機通訊程式WhatsApp

分享資料等行為，朱克伯格均未有回
應，被議員狠批迴避問題。
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

將於明日生效，朱克伯格稱fb會完全
遵從，並正推出「清除歷史」按鈕等
新功能，容許用戶刪除所有瀏覽歷
史。 ■美聯社/路透社

立百病毒肆虐印度，繼在西南部喀
拉拉邦造成11人死亡後，南部卡納塔
克邦亦發現兩宗懷疑感染個案。印度
衛生部門正檢查這兩宗病例，指暫未
證實屬立百病，呼籲居民無須恐慌。
卡納塔克邦衛生官員拉傑什指出，

兩宗懷疑個案均在門格洛爾市出現，
分別是一名20歲女子和一名75歲男
子，他們曾到過喀拉拉邦，與受感染
病人接觸，其後出現病徵。拉傑什表
示，病人正接受治療，血液樣本已送
往化驗，預計今日會有結果。印度當

局正調查喀拉拉邦爆發疫情的原因，
初步懷疑一個井的水源受染病蝙蝠污
染，導致居民收集食水時染病。
立百病毒由果蝠攜帶，通常透過體

液接觸傳播，目前仍未有疫苗，死亡
率高達7成。喀拉拉邦衛生官員薩蓬南
德姆稱，感染者全部來自同一家庭，
情況受控，目前前往當地旅遊仍然安
全。但應避免前往坎努爾、科澤科
德、默勒布勒姆和瓦亞納德這4個接近
疫症爆發地點的地區。

■路透社

英國一名母親因誘騙女兒到巴基斯坦，強
迫女兒與一名年長超過一倍的男子結婚，前
日在英國法院被判逼婚罪成立，為英國首宗
成功入罪的同類案例。支援逼婚受害人的慈
善機構稱，今次判決帶來阻嚇作用，亦讓更
多女性敢於發聲。
受害人向伯明翰皇家法院陪審團哭訴其經

歷，她於13歲時被母親帶到巴基斯坦，與一
名29歲巴國男人性交，對方奪去她的貞操，
並訂立婚約，受害人因此懷孕，返回英國後
墮胎。
受害人母親2016年時訛稱前往度假，把當

時18歲的女兒再帶到巴基斯坦，抵埗後才告
訴她要與該名男子結婚，女兒堅決反對，母

親恐嚇她若不從，便燒毀她的護照。母親之
後將她留在巴國，法院其後要求該名母親把
女兒帶回英國，母親便恐嚇女兒若敢揭露事
件，便對她施巫術。
英國2014年時立法禁止逼婚，若把任何人

帶到海外，強迫對方違反本人意願結婚，最
高可被判入獄7年。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印度立百病毒疫情疑擴散

歐議會質詢
朱克伯格迴避敏感問題婦誘騙女兒到巴國 英首判逼婚罪

紐約上班族熱捧睡艙小休服務

羅通多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他高中畢
業後不久曾找到工作，更搬出父母住

所獨居約一年半，期間與伴侶誕下一名兒
子，然而好景不常，羅通多隨後被裁員，於
是搬回雙親住處。去年9月他在撫養權官司
敗訴，兒子歸母親照顧，羅通多提出上訴，
並以沒收入為由獲取法援。羅通多的雙親這
時要求他找工作，羅通多則要求先爭回兒子
撫養權，父母不久後不再向他提供食物，也
禁止他使用家中的洗衣機。

父母寫信通牒 畀錢仍拒搬
羅通多的父親馬克2月2日給兒子一封
信，命令他在14天內搬出，揚言採取「任
何必要措施」執行這決定。羅通多未有理會
父親信件，母親克里斯蒂娜同月13日再寫
信，表示已諮詢律師意見，再給羅通多30
天寬限期，羅通多繼續置之不理。父母二人
見無計可施，5天後決定給羅通多1,100美
元(約8,633港元)，助他尋找新居，並要求他
求職，但同樣無法趕走兒子。
馬克夫婦3月再兩度去信羅通多，但對方
一直拒絕遷走，二人本月初忍無可忍，向法
院控告兒子。羅通多抗辯時指出，父母過去
8年均沒要求他繳付家用、做家務或維修家
居，他認為這已是雙方共識，更舉出類似案
例，要求按照普通法原則，給予6個月寬限
期。
法官格林伍德讚賞羅通多細心研究案例，
但指出案例只適用於極少數個案，直斥羅通
多要求半年寬限期「太不像話」，其父母亦
已給予充足通知，因此判他敗訴。羅通多聞
判後揚言上訴，稱自己沒準備好搬家，只想
獲給予合理的準備時間。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華盛頓郵報》/《每日郵報》

美30歲「啃老族」
遭父母入稟趕走

歐美不少年輕人收入偏低，加上

大城市樓價高企，部分人即使已踏

入成年多時，仍要跟父母同住。美

國紐約州一對父母不滿30歲兒子羅

通多長期賦閒在家，而且8年來均

沒付家用，近月多次要求他離家自

立，甚至給他現金資助搬家，但羅

通多一一置若罔聞，父母無計可施

下向法院提告，紐約州最高法院前

日裁定羅通多敗訴，意味他很可能

須即時遷出。

美國房地產數據平台Zillow發
表最新報告，分析美國人口普查
局由 2005 年至 2016 年間的數
據，發現在2016年，近23%千
禧世代的年輕人均與母親同住，
較2005年時只有約13.5%，大
幅增加7成，樓價飆升、薪金加
幅停滯及學貸負擔沉重阻礙置
業，都是箇中原因。

薪金加幅小 學貸礙置業
Zillow高級經濟師特拉薩斯表

示，當美國正從房屋泡沫中恢復
過來之際，年輕人與母親同住的
趨勢不跌反升，預計會成為歷史
常態。特拉薩斯指出，房屋價格
升幅超越薪金加幅，愈來愈少千
禧世代能夠擁有自己的居所。
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稱，學

貸是阻礙美國年輕人置業的主要
原因之一，在22歲至35歲背負
學債的年輕人中，超過80%均沒
有置業，他們普遍歸咎於要償還
學貸。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

去年只有3,490萬名美國人轉移
居住地點，家庭流動率僅
10.9%，是人口普查局逾50年前
有記錄以來最低，其中在18歲
至34歲的年齡層，多達38.4%
與父母或親戚同住，較1962年
上升近10個百分點，是拖低家
庭流動率的主要因素。

■CNBC/Trulia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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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漢8年無交家用 法官拒半年寬限

■■Nap YorkNap York設有多個木製睡艙設有多個木製睡艙。。 法新社法新社

■■羅通多在父母羅通多在父母
家門前接受傳媒家門前接受傳媒
採訪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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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通多與父母對簿羅通多與父母對簿
公堂公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羅通多父母羅通多父母

■■支持修憲人士在街支持修憲人士在街
頭造勢頭造勢。。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