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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美國支持的敘利亞庫爾德族武裝組織「敘利
亞民主力量」(SDF)昨日宣佈，已收復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在敘國的最後據點巴古茲鎮，
形容已「完全殲滅ISIS」。
在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空襲支援下，SDF上月向
巴古茲鎮發動最後攻勢。SDF原本估計鎮上只有
1,500名平民和500名ISIS戰士，但後來發現不止
此數，因此放緩攻勢，讓平民及外籍ISIS支持者
撤離。由於巴古茲鎮的ISIS戰士作戰經驗豐富，
加上他們利用妻兒作人盾，阻止SDF推進，SDF
直至昨日才能取得勝利。

特朗普展舊版圖誇大政績
隨着ISIS節節敗退，持續8年的敘利亞內戰亦
進入新階段，當地主要勢力現時僅餘敘利亞總統
巴沙爾的政府軍、獲土耳其支持的反對派以及
SDF。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向記者展示一幅地圖，聲

稱是ISIS於2016年美國大選日及現時，在敘利亞
和伊拉克的版圖，指自他上任後，ISIS兵敗如山
倒，現已不再控制任何領土。然而記者發現特朗
普聲稱的大選日地圖，實際是ISIS於2014年的版
圖，明顯誇大自己上任後的戰績。 ■綜合報道

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
智利、厄瓜多爾、巴拉圭、圭
亞那和秘魯這 8個南美洲國
家，前日宣佈成立「南美洲進
步論壇」(Prosur)，取代被指無
力處理委內瑞拉人道危機的舊
有地區組織「南美洲國家聯
盟」。身陷政治危機的委國總
統馬杜羅不獲邀請出席儀式，
獲邀的反對派領袖瓜伊多則未
有派代表出席。
南美洲國家聯盟成立於2008

年，12名成員國大多由左翼政
府管治。但隨着部分國家的中
間偏右政府上台，以及委國爆
發政治和人道危機，阿根廷、

巴西和秘魯等多個國家先後退
出聯盟，令組織名存實亡。
智利和哥倫比亞其後推動成

立新的合作機制，7國總統和
圭亞那大使在智利首都聖地亞
哥簽署聯合宣言，表示新機制
聚焦捍衛民主和自由，致力加
強地區融合，由智利在未來一
年暫任臨時主席國。
南美洲國家多年來致力促進

地區融合，成立多個合作組織和
機制，但一直未見成效，如
2010年成立的拉美與加勒比國
家共同體(CELAC)，前年因成員
國在委國局勢上出現分歧而停止
舉行領袖峰會。 ■綜合報道

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恐襲造成50
人死亡，震驚伊斯蘭世界。阿聯酋迪
拜的全球最高建築物「哈利法塔」，
外牆前晚亮起新西蘭總理雅登擁抱死
難者家屬的影像，並以英語和阿拉伯
語寫上「和平」字樣，悼念恐襲死
者。迪拜統治者穆罕默德在社交媒體
分享照片，感謝雅登支持穆斯林群
體。 ■綜合報道

加拿大一名天主教神父前日
在加拿大最大教堂進行彌撒
時，遭一名持刀男子當眾刺
傷，整個過程經直播訊號轉播
全國觀眾。77歲的牧師格魯受
輕傷送院，情況穩定，警方正
調查行兇者動機，相信事件不
涉恐襲。
事發於蒙特利爾的聖若瑟聖

堂。直播片段顯示，一名身穿
牛仔褲和厚外套、頭戴棒球帽
的男子突然衝到台上，手持短
刀刺向格魯胸部，格魯閃避不
及，逃往台下躲避時再跌倒受
傷，當時堂內約有60人，現場
傳出尖叫聲。多名保安人員和
信眾隨即上台合力制服兇徒，
兇徒其間不發一言。

有信眾表示，他們起初以為
該名男子想到聖壇前跪禱，未
想過會發生傷人案。總理杜魯
多發聲明表示非常關注事件，
並譴責暴力行為。
警方事發後一度封鎖教堂調

查。警方發言人稱，行兇的26
歲男子被扣留問話，於昨日提
堂。 ■法新社/美聯社

德國兩名具知名度的YouTu-
ber經常在網上互相批評，他們
分別號召粉絲周四於柏林同一
地點集合，超過400名網民響
應，敵對支持者初則口角繼而
動武，演變成集體毆鬥，逾百
名警員到場驅散，並噴灑胡椒
噴霧阻止人群繼續毆鬥，最終
拘捕9人。
涉事兩名YouTuber分別是土
耳其裔的ThatsBekir及阿拉伯移
民Bahar Al Amood，各自擁有
超過26萬及1.4萬訂閱人數。兩
人在網上向來不和，他們周四

呼籲粉絲前往柏林的亞歷山大
廣場聚集，結果不少人響應。
網上片段所見，最初一批年輕
男子互相指罵，當中約50人其
後集體打鬥。
警員用擴音器要求人群散去

但不果，最終使用胡椒噴霧及
催淚彈，群眾立即四散，紛紛
衝入附近的地鐵站，地鐵站一
度需關閉。警方在行動中檢獲
兩把刀，事件中有兩名警員受
傷，另有6人因被胡椒噴霧噴中
導致眼部不適。
兩名YouTuber均否認需為事

件負責，但Bahar Al Amood已
向警方道歉，警方批評兩人濫
用其影響力，行為不負責任。

■綜合報道

南美8國組新聯盟
冷落委總統

加國彌撒直播
神父遭當眾刺傷

兩YouTuber號召粉絲
德400網民毆鬥

敘庫族收復最後據點
全殲「伊斯蘭國」

迪拜最高塔
悼紐恐襲

泰國今日將舉行8年來首

次大選，各政黨候選人前日

均把握最後機會拉票，爭取

連任的總理巴育亦罕有親自

現身發言。泰國近年政局混

亂，一直陷於大選後政變的

循環，而巴育亦透過不同政

治手段，確保軍政府可繼續

執政或削弱反軍政府黨派勢

力。分析相信，無論是前總

理他信派系上台、抑或巴育

留任總理，泰國未來政局依

然不穩，料難逃「短命政

府」命運。

政治亂局難解 運早票貨車遭關GPS

泰今大選 新政府難逃短命厄運

巴育剛於周四度過65歲生日，他在今
次大選代表執政公民力量黨競逐連

任，此前為免被控濫用職權，違反選舉條
例，因此一直未現身任何競選活動。公民
力量黨前日在曼谷運動場舉行造勢晚會，
巴育終現身發表演說，是他參選以來首
次，他承諾為泰國帶來和平及進步，願意
為國家犧牲自己，更獻唱名為《為你留
步》的歌曲，歌詞表達巴育是帶來和平穩
定的最佳選擇，台下約一萬名支持者則高
呼「選擇和平，巴育就是答案」等口號回
應。

他信嫁女提醒選民「仍存在」
公民力量黨的最大對手、屬他信派系
的為泰黨，前日亦在曼谷一個青年中心集
會。為泰黨今年以「支持為泰黨，讓為泰
黨成為政府核心」為口號，角逐總理的素
達叻指，該黨目標不單爭逐國會大部分議
席，亦要阻止現政權繼續留任。流亡海外
的他信前日在香港嫁女，早前曾宣佈角逐
總理的烏汶叻公主及多名泰國政界人士均
出席觀禮，分析家認為，這場婚禮提醒了
泰國選民「他信仍然存在」。

新政府脆弱 料最多年半倒台
前總理阿披實則以民主黨候選人身份
出選，他以「誠實的民主」及改善經濟為
主要政綱，爭取成為未來執政聯盟的核
心。他揚言若民主黨無法取得超過100個
議席，將辭任黨魁。新生政黨未來前進黨
的造勢活動，亦吸引約4,000支持者到
場，聲勢較為泰黨和民主黨不遑多讓，領
袖他納通承諾，會改變泰國目前威權統治

的局面。
總理一職將由750名參、眾議員投票選

出，但現時250名參議員均由巴育的軍政
府委任，令其他黨派勝算甚微。巴育此前
推出20年國家戰略目標，令軍政府即使
下台仍能影響政局。
巴育執政期間一直遭國際社會批評打

壓人權，在2014年發動政變上台後，與
美國關係轉差，相信巴育希望在今次大選
勝出，成為民選領袖，以重塑泰國民主形
象。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政治學講師巴乍認
為，無論巴育或他信黨派勝選，未來政府
仍然脆弱不堪，預計約1年至1年半便會
倒台，屆時或要再舉行大選。

限制國際觀察組織監選
選舉委員會指出，至今收到95宗選舉

舞弊投訴，包括政黨懷疑買票。另據泰媒
報道，15輛運送合共逾200萬張提
前投票選票的貨車，其中8輛在行
駛途中遭關掉全球定位系統
(GPS)，事件惹人懷疑。一個國
際觀察員組織表示，他們去年
11月向泰國當局申請，希望派
出80人監察大選，但當局直
至本月 14 日
才 批 准 申
請，更只准
許 35 人入
境，指當
局限制他
們監察選
舉的能力。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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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絕大部分國民信奉佛教，但在
南部的北大年、也拉及那拉提瓦3個
府，多達80%居民信奉伊斯蘭教，當
地分離主義分子長期肆虐，自2004
年以來造成超過6,900人死亡。3個府
於今次改選的350個民選議席中只佔
11席，傳統上大多數選民均支持民主
黨，因此通常不受其他政黨關注。然
而今年有多個新政黨冒起，加上政府
與分離組織和談陷於停滯，令南部地
區議題成為競選焦點之一，當地候選
人亦出現不少新臉孔。
39歲的穆斯林巴迪莫代表支持軍

政府的政黨「泰國行動聯盟」
(ACT)出選，她有4名家人於分離分
子暴力中喪生，指今次大選是她首
次感到南部民眾的聲音有人關注，

期望可結束當地多年來的衝突。
前總理他信在任期間，被批評令南

部宗教衝突加劇，故他信派系政黨在
南部的選情向來差強人意。74歲的馬
塔今次代表支持他信的新政黨「國家
黨」競逐總理，他曾任眾議院議長，
亦是首次有泰南的穆斯林爭奪總理一
職。民調預測今次大選不會有任何政
黨壟斷南部選區議席，無論民主黨、
ACT，又或反對軍政府的國家黨、未
來前進黨等，均有勝算。
北大年府宋卡王子大學政治專家

沙瑪解釋，新生政黨開始關心南部
地區選民，故無論執政或反對派陣
營，多年來遭抑壓的意見終於有渠
道表達，居民感覺可透過民主重獲
公義。 ■路透社

泰國參議院250名議員均由軍政
府委任，令總理巴育以外的候選人
幾乎不可能當選總理。選舉制度不
公平一直為人詬病。當地饒舌組合
Rap Against Dictatorship前日發佈
名為《250 Bootlickers》(250個擦鞋
仔)的新曲，歌詞暗批參議院250人
剝奪了國民的公平選舉權利，截至
昨日已有超過17萬人次觀看該歌曲
影片。
影片以一個金色雕像象徵巴育，

其身後的牆上貼滿「作弊」字樣，5

位歌手則唱出如「因為這群擦鞋
仔，我們應得的權利消失了」、
「選舉委員會也拍馬屁」、「有人
幫你選好了總理，選舉就是一場笑
話」等歌詞。拍攝場景位於有「泰
國 Banksy」之稱的藝術家 Head-
ache Stencil舉辦的展覽。
該組合去年曾發表歌曲《What
My Country's Got》(我國家得到的
是什麼)，指控軍方欺壓民眾，至今
有近6,000萬人次觀看。

■綜合報道

新歌「250個擦鞋仔」
批軍方「欽點」總理

新政黨搶地盤
穆斯林地區重獲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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