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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民居氣爆倒塌 4死35失蹤
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州一座住宅大廈昨日發生氣體爆炸後

倒塌，造成最少4死5傷，另有35人失蹤。當局接報後派出
近1,400名搜救人員，於攝氏零下18度的低溫中搜索生還
者，總統普京事後抵達現場視察並探望生還者，俄羅斯聯邦
安全局(FSB)宣佈展開刑事調查。
事發地點是車里雅賓斯克州鋼鐵工業重鎮馬格尼托哥爾斯

克，距離首都莫斯科東南約1,400公里。事發大廈樓高10
層，於1973年落成，約有1,100名住客。當地時間昨晨約6
時(香港時間昨晨約9時)，大樓突然發生氣體爆炸，目擊者
稱爆炸威力強勁，足以震碎附近大樓的玻璃窗。由於時值清
晨，加上昨日是公眾假期，不少民眾仍在睡夢中。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市長杜布羅夫斯基表示，大廈住客名單

中35人下落不明，但未能確定他們事發時是否身處大樓
內。由於大廈倒塌後，鄰近樓宇結構亦可能受損，當局亦疏
散附近住客，安排他們到附近一間學校暫時棲身。杜布羅夫
斯基表示，政府計劃為失去家園的居民購置房屋。
俄羅斯現時正值寒冬，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昨日最低氣溫只
有零下23度。大批義工為受影響居民提供衣物等必需品，

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臨時住處，俄國最大產鋼廠馬格尼托哥
爾斯克鋼鐵公司亦派員參與救援。
由於前蘇聯時期建築物安全標準通常較低，加上俄羅斯建

築物維修欠佳，故當地常有類似爆炸發生。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昨日公佈，一
名美國公民涉嫌干犯間諜罪，上周五在
莫斯科遭拘留，若其罪名成立，最高可
被判監20年。美國早前以涉嫌從事間諜
活動，拘捕及起訴俄籍女子布蒂娜，今
次事件勢必再次打擊俄美關係。

FSB表示，被捕美國公民名為惠蘭，
上周五從事間諜活動期間被捕，但未有
公佈案件細節。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未
有回應事件。
近年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俄
方屢被指影響西方政治和選舉，俄羅斯

總統普京則指控西方企圖打壓俄羅斯。
美國司法部上月起訴布蒂娜，指控她在
2015年3月與共和黨建立關係，試圖干
預美國外交政策，她或面臨6個月監
禁，其後可能遭遣返。

■法新社/路透社

朝鮮無核化談判持續陷於僵局，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據報於上周已致函美國總
統特朗普，提到美朝領袖再次會面事
宜。金正恩今日會發表新年講話，外界
關注他會否像去年一樣，就朝韓或朝美
關係提出新的計劃。
韓國《朝鮮日報》昨日引述外交消息

稱，金正恩在上周五透過某種途徑，向
特朗普轉達類似信件的訊息，報道未有
透露訊息具體內容，但指和美朝無核化
談判有關，金正恩在訊息中採用的語氣
亦相對較溫和。青瓦台、美國國務院及
美國駐首爾大使館未有回應。
金正恩前日向總統文在寅發出親筆

信，祝願朝韓新一年攜手推動半島和平
與繁榮，並就去年未能到訪首爾表達遺
憾。文在寅其後在社交網站發文，指歡
迎金正恩的來信，並期望兩人在新一年
多見面，令半島不單實現和平與繁榮，
亦能達至無核化。

■路透社/美聯社

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遇害案去年震驚
全球，美國亦發生針對記者的槍擊案，令
2018年成為全球新聞界傷亡慘重的一年。
國際記者聯盟(IFJ)昨日發表年度報告，指出
去年全年有94名新聞工作者殉職，比前年
多出12人，終止5年跌勢。
IFJ自1990年起統計每年被殺記者人數，

至今最多的是2006年的155人。去年最多
新聞工作者被殺的國家是阿富汗，共有16
人，其次是墨西哥、也門及敘利亞。新聞工
作者殉職的情況不限於戰亂地區，如斯洛伐
克作為歐盟成員國，去年亦發生調查記者庫
齊阿克被槍殺事件。美國馬里蘭州一間報館
去年6月遭到槍擊，4名記者和一名報館員
工死亡，令美國排名急升至第6位。

IFJ主席樂魯斯指，記者被殺對社會尋求
真相及資訊流通造成負面影響，每當一個國
家愈多記者被殺，自我審查情況亦愈嚴重。

■綜合報道

2018年94記者殉職
美排名急升

俄拘「美國間諜」或囚20年

傳金正恩致函特朗普商會面

凱利透露，他前年上任國土安
全部長後，曾就邊境安全議

題向海關及邊境保衛局尋求意
見，官員當時表示，需在邊境增
設分隔設施、應用新科技和部署
更多人手。凱利同年7月轉任白
宮幕僚長。

「老實說 這不是圍牆」
凱利直言特朗普早於上任初
期，已放棄興建混凝土牆，目前
正尋求興建結合科技應用的「鋼
欄」(steel slats)。凱利表示，特朗
普在內部仍然間中使用「圍牆」
(wall)一詞，「但他更多時候會說
『屏障』(barrier)或『圍欄』(fenc-
ing)， 現 在 則 傾 向 用 『 鋼
欄』」，「老實說，這不是圍
牆」。

批「零容忍」政策
對於非法移民問題，凱利直言
絕大部分移民不是壞人，只是被
人蛇集團操縱，更表明同情無證
兒童，批評前司法部長塞申斯去
年4月，突然公佈拆散非法移民家
庭的「零容忍」政策，使白宮手足
無措。凱利表示，美國應致力打
擊毒品，並協助中美洲國家改善
經濟，解決非法移民問題。凱利
也在訪問中暗示自己多次制止特

朗普的不當行為，稱外界應該以
「特朗普沒有做過哪些事」，評定
他任職幕僚長時的表現。
不過特朗普的親信仍然就「圍

牆」定義辯解。白宮顧問康韋前
日表示，承認「一些地方可能有
牆，也可能是鋼板或高科技設
施」，但不應就「圍牆」等字眼
問題展開愚蠢的爭辯，導致忽略
邊境危機，又重申特朗普已作讓
步，把邊境圍牆撥款預算金額由
250億美元(約1,958億港元)，減
至50億美元(約392億港元)。

或放過「追夢者」換撥款
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亦稱，

「圍牆」一詞只是比喻，重點是
在邊境興建具體分隔設施。格雷
厄姆建議當局容許70萬名俗稱
「追夢者」的未成年無證移民，
以及40萬名因天災或戰亂獲臨時
庇護的人繼續居留美國，換取民
主黨同意撥款興建圍牆，以及修
改聯邦法例，阻嚇非法移民。
《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透

露，特朗普為討好保守派支持
者，近日親自致電多名共和黨國
會議員，表明不會放棄尋求50億
美元邊境圍牆撥款，或令兩黨談
判變得更複雜。

■綜合報道

特朗普上台後已放棄建「圍牆」

美國總統特朗普由參選至今，一直要求興建美墨邊境

圍牆，更不惜與民主黨就圍牆撥款周旋到底，導致聯邦

政府由上月22日起局部停擺。不過，即將於明日離任的

白宮幕僚長凱利接受《洛杉磯時報》專訪時，透露特朗普

上台後不久，便已放棄興建「混凝土圍牆」的想法，在

政府內部亦較少以「牆」形容邊境圍牆，又坦言同情非法

移民，論調與特朗普明顯有別。

美國下屆總統大選雖然明年11月才會舉行，
但有心參選的民主黨人最遲要在今年初下決
定，才能備戰明年初的民主黨初選。就在2018
年最後一天，民主黨自由派重量級女參議員沃
倫率先宣佈「試閘」，成立「總統探索委員
會」開展競選籌款活動，是民主黨首名表明參
選意願的高層成員。
現年69歲的沃倫昨日發佈長約4分半鐘片

段，她批評當前聯邦政府被富豪及大企業收
賣，政策向富裕階層傾斜，令美國家庭「全方
位」受到攻擊。她指出過去兩年以來，數以百
萬計的國民已證明他們能為保護美國的承諾，
做出超乎想像的事，「我們學習到，若我們能
夠團結，共同抗爭，並堅持不懈，我們就會

贏。我們可以並將會做到」。

沃倫金融海嘯後上位
沃倫是破產法及消費者保障法例專家，2008

年金融海嘯後，她先後獲時任總統奧巴馬任命
為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國會監督小組主席
和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特別顧問，促成消費者金
融保護局的設立，加上她主張加強監管華爾
街，並設立累進稅平衡貧富差距，確立她在民
主黨自由派內的領導地位。2012年沃倫在參院
選舉擊敗共和黨現任議員當選，並於前年起成
為參議院民主黨黨團副主席。
外界早已估計沃倫會參加2020年大選，去年

10月她曾經接受脫氧核糖核酸(DNA)測試，以

證明其原住民血統，反駁總統特朗普的質疑，
但此舉遭民主黨內部抨擊，令她黨內聲望受
損，民調支持度亦大跌。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宣佈撤回
駐敘利亞的2,000名美軍，遭朝
野和盟友抨擊，土耳其政府更有
意乘機清剿在敘國的庫爾德族武
裝組織。反對撤兵的共和黨參議
員格雷厄姆前日與特朗普共晉午
餐後表示，特朗普已經下令放慢
撤軍步伐，稱特朗普非常明白庫
爾德族的困境。
特朗普上月19日宣佈從敘利亞
撒兵，外界當時預計會在30日內
完成撤退，特朗普之後探訪駐伊
拉克美軍時再表明，已拒絕軍方

將領有關延長駐敘期限的要求。
格雷厄姆前日則形容，撤兵計劃
處於「暫停」的情況，華府正重
新評估最佳的撤退方式，稱伊拉
克之行令特朗普「大開眼界」，
駐軍將領當時告訴特朗普，雖然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受到
重挫，但並未完全遭擊潰。格雷
厄姆同時指出，華府的目標仍然
未變，包括最終從敘利亞撤軍、
確保ISIS不會死灰復燃、顧及盟
友的需要以及不讓伊朗乘機擴張
勢力。 ■綜合報道

民主黨左翼女將「搶閘」備戰明年大選
參議員：特朗普已「放緩」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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