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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妮亞周一
展開非洲之行，昨日到肯尼亞
參觀孤兒院和國家公園。傳媒
發現，梅拉妮亞在遊覽公園
時，竟穿戴象徵殖民統治的白
色軟木盔(pith helmet)，引起外

界狠批。軟木盔由田皂角木髓
(sholapith)所製，並因而得名。
19世紀時，許多歐洲探險家和
官員都會在非洲、亞洲和中東
地區戴上這類帽子，使帽子成
為高壓統治的象徵。■綜合報道

美國勞工部前日公佈，美國上月失業率進一
步跌至3.7%，再創1969年以來新低，但新增非
農職位則減至13.4萬，按月大減一半，亦遠遜
市場預期。與此同時，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發表
報告，指出美國低技術勞工短缺，工資明顯增
長，第二季升幅更超越白領階級，反映基層逐漸
能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
報告指出企業對藍領需求持續上升，反觀有

意入行的人士卻愈來愈少，導致工資增長，例如
零售業從業員平均薪酬在第二季按年上升
3.8%，跑贏專業服務業的3%。

工資升增通脹 或提速加息
勞工部數據則顯示，最低收入組別的勞工第

二季平均周薪按年增長逾5%，學歷低於高中學
歷的工人收入更增長近6%，遠高於整體僱員升

幅中位數的1.7%。
《華爾街日報》指出，目前美國失業率如同

戰時般低，警告隨着就業市場持續強勁，聯儲局
或要進一步加快加息步伐。報道以1960年代為
例，指出工資上升將引發通脹，聯儲局卻無法及
早應對，最終要在通脹過熱時大幅加息，觸發股
市急挫36%，故認為聯儲局應盡早加息，以免
重演當年失誤。 ■綜合報道

拉脫維亞昨日舉行大選，中間偏右的執政聯
盟大打「經濟牌」，指其施政令國家經濟復甦，
民調顯示，約有1/4選民未決定投票意向，但執
政聯盟的支持度明顯流失。另外，親俄羅斯的中
間偏左「和諧黨」及民粹政黨「KPV LV」或能
取得足夠議席，籌組聯合政府。
拉脫維亞190萬人口中，約1/4為俄裔，他們
支持曾與俄國「統一俄羅斯黨」結盟的「和諧
黨」。該黨曾在2014年大選取得最多議席，但
未能成功尋找盟友組成聯合政府。現屆政府由
「祖國自由聯盟」、「綠色農民聯盟」和「新團

結黨」組成，前兩者估計在國會100個議席中，
只可各取得13至15個議席，「新團結黨」所得
選票更可能少於5%，無法達到躋身國會的門
檻。
相反，「和諧黨」估計可拿下至少28個議席。

領導「KPV LV」的前舞台劇演員凱米斯6月捲入
貪腐醜聞，但其支持率未有下跌，估計「KPV
LV」可取得最少15個議席，成為「和諧黨」組
成聯合政府的潛在合作夥伴。代表「KPV LV」
角逐總理的律師奧爾迪斯表示，「KPV LV」可
與其他政黨合作，不設紅線。 ■法新社

拉脫維亞親俄民粹勢力或上台

美基層工資升幅跑贏白領

梅拉妮亞訪非洲
戴殖民象徵白頭盔

參議院前日先表決規程動議，就卡
瓦諾提名案的辯論「劃線」，避

免議員透過不斷發言拖延時間。雖然共
和黨籍參議員穆爾科斯基倒戈反對議
案，但另一名黨員科林斯加上曼欽分別
宣佈支持卡瓦諾，使議案以51對49之
差通過。

民主黨議員倒戈更難爆冷
科林斯表示，指控卡瓦諾性侵的女教
授福特在聽證會上，作出真誠和有力的
供詞，但FBI早前調查後，提交的報告
未有證明卡
瓦諾涉案，
故不能捨
棄 無 罪
推定的原

則。曼欽其後則稱，非常同情遭性侵的
受害者，但基於FBI的報告，認為卡瓦
諾是合資格的大法官人選。
穆爾科斯基形容卡瓦諾是好人，但大

法官職位屬終身制，故人選必須符合最
高要求，認為卡瓦諾現階段並非合適人
選。不過她同時表明，不會在正式表決
中對卡瓦諾投反對票，只會投下「出
席」票。共和黨另一名議員戴恩斯則表
示，將要回鄉出席女兒婚禮，故需缺席
投票。

數十人湧議員辦公室示威
特朗普在twitter表示，對於參議院支
持提名程序進入下一階段感到自豪。數
百名示威者則在國會外抗議，希望向議
員施壓，數十人一度湧入科林斯的辦公

室，前日曼欽宣佈倒戈後，有示威者衝
到其辦公室外高呼「可恥」。
儘管目前已有50名將出席表決的參

議員表明支持卡瓦諾，穆爾科斯基亦預
告不會投下反對票，但由於差距太小，
兼任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彭斯昨日亦出
席表決，以便一旦票數相同時，行使職
權投下關鍵一票。
特朗普的行事作風一直令部分共和

黨人不滿，然而在今次卡瓦諾提名風
波中，特朗普與共和黨擁有共同目
標，即委任更多保守派人物，擔任最
高法院大法官，成為雙方團結一致的
契機。

「屈服於特朗普式政治主張」
不少共和黨人昔日曾猛烈批評特朗

普，但這次亦助特朗普一臂之力，例如
參議員弗萊克雖然抨擊特朗普公開嘲諷
福特，早前又要求FBI介入調查性侵風
波，但最終仍決定支持卡瓦諾；另一名
議員格雷厄姆此前曾以辛辣言詞，狠批
特朗普「瘋狂」和「不適合出任總
統」，近期也高調為卡瓦諾護航。
特朗普向來與屬建制主流的參議院多

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不咬弦，但在共同目
標下，麥康奈爾亦積極配合特朗普，讓
大法官提名能在中期選舉前表決。
共和黨資深策略師邦讓表示，共和黨

有感民主黨不擇手段地阻撓提名，故決
定與特朗普統一戰線。民主黨資深成員
鄧恩則形容，共和黨「最終屈服於特朗
普式的政治主張」。

■綜合報道

彭斯列席「把關」參院勢通過提名

護航大法官
特朗普共和黨變團結

美國參議院於美東時間昨日下午(香港時間今日清晨)，就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卡瓦諾的提名表決。多名被視為「搖擺票」的議員在

表決前夕先後表態，稱會贊成卡瓦諾出任大法官，當中包括民主黨籍參議員曼欽，使提名獲確認的機會大增。卡瓦諾早前爆出涉嫌

性侵風波，令參議院需延遲審議提名，聯邦調查局(FBI)亦介入調查，不過美國傳媒分析指出，事件反而使總統特朗普與共和黨在共

同利益下，變得空前團結，對特朗普而言可說是另類收穫。
卡瓦諾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幾

經波折，參議院昨日終付諸表決，
截至表決前夕，表態支持和反對卡瓦諾的議員，分別有
51人和49人，跟共和、民主兩黨議席分佈相同。然而
有趣的是，兩黨各自有一名議員倒戈，如同對調位置。
兩名議員之所以敢冒影響表決結果的風險，公然與黨唱
反調，相信是要顧及所屬州份選民的意見，中期選舉臨
近，令議員的政治考量表露無遺。
打從卡瓦諾涉嫌性侵的醜聞爆出，民主黨便不遺餘力

打擊卡瓦諾，希望盡量拖延其提名，甚至迫使個別共和
黨議員在壓力下改變立場，否決提名，從而重創特朗普
政府。然而，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曼欽在關鍵時
刻，宣佈支持卡瓦諾，使民主黨的努力嚴重受挫。
現年71歲的曼欽於2010年循補選成為參議員，兩年

後再次當選，但需於下月的中選爭取連任。近年西弗吉
尼亞州民意逐漸傾向保守派，前年總統大選中，特朗普
取得該州接近7成選票，較2008年的麥凱恩高13個百
分點。雖然曼欽至今仍在民調領先對手莫里西約9個百
分點，但莫里西屬特朗普忠實支持者，在他大打「特朗
普牌」下，曼欽的選情亦可能出現暗湧。
莫里西近日已不斷以卡瓦諾風波攻擊曼欽，狠批他企

圖拖延時間，若曼欽繼續緊跟民主黨立場，勢必流失更
多保守派票源。正因如此，曼欽不惜轉為支持卡瓦諾，
令拉倒提名的機會更為渺茫，也要力保議席。
相對而言，阿拉斯加州共和黨的穆爾科斯基在前年參

院改選中已成功連任，任期延至2023年才結束，故中
選對她的直接影響不大。然而，阿拉斯加州原住民人口
佔全州15%以上，原住民取態隨時左右未來選舉，卡瓦
諾過去的判決卻傾向商界，跟要求保育的原住民利益相
悖，不少原住民均對其提名有保留。
另外，阿拉斯加州對性侵議題亦特別敏感，當地性侵

案件以人口比例計算冠絕全美，當中約一半受害人為女
性。因此，卡瓦諾涉嫌性侵的醜聞一出，阿拉斯加隨即
有原住民婦女團體要求穆爾科斯基反對其提名，多名婦
女日前更約見穆爾科斯基，對她構成沉重壓力。
穆爾科斯基前日終宣佈不支持卡瓦諾，由於此舉隨時
累及卡瓦諾的提名，她說出「不」字時的表情看來相
當為難，事後更坦言這是自己從政以來最困難的抉
擇。然而跟曼欽相同，在黨的立場與選票之間，穆爾
科斯基似乎還是選擇了後者，反映在選票面前，政
治原則或許只是浮雲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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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為大 倒戈有理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選卡瓦諾的性侵風波引起極大
爭議，連日來均有數以百計示威者在國會大樓內外抗議。總

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twitter質疑，示威者手持一式一樣
的標語，反映他們是受薪的專業示威者，相信是

受國際炒家索羅斯等人聘請，但被批評言論
有反猶之嫌。
上周四國會大樓附近的示威演變成衝
突，當日逾300人被捕，包括民主黨參
議院領袖舒默的侄女埃米。示威其中
一幕發生在參院大樓的電梯口，當時
示威者攔截共和黨議員哈奇，雙方
發生罵戰，哈奇更要求示威者
「成熟點吧」。

索羅斯有猶太血統
特朗普在 twitter 的帖文
中，形容抗議人士為「電梯內

的尖叫者」，批評他們無禮，只想令議員難堪，又指控他們是
受索羅斯「和其他人」聘用，最後加上標籤「製造麻煩的
人」。由於索羅斯有猶太血統，特

朗普言論隨即引起網民
注意，部分人指暗藏反
猶訊息，「暗含訊息
其實是『他們收
猶太人的錢』」。

■綜合報道

特朗普疑反猶：示威者收索羅斯錢

黎耀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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