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政府一直呼籲國民在新冠疫情下避
免非必要的外遊，但首相約翰遜的父親斯坦
利近日取道保加利亞抵達希臘，前往其位於
當地的私人別墅。斯坦利解釋他這次屬商務
行程，主要是打理家居及進行消毒工作，確
保不會因新冠病毒而阻礙未來出租別墅。

打理別墅為出租
約翰遜顧問卡明斯早前被指違反防疫措

施，駕車400公里前往父母住所，引起極大
爭議，今次到斯坦利違反指引，令約翰遜面
臨更大壓力。斯坦利在希臘的別墅外向記者
表示，行程目的是為了在租出別墅前進行打
理，確保不會散播新冠病毒。他坦言不知道
英國公眾對他今次外遊的反應，亦拒絕談論
事件會否為約翰遜帶來麻煩，「我只能說，
重臨希臘對我而言是一件樂事。」斯坦利曾
於社交網站Instagram(ig)上載旅途期間的相
片，他聲稱這樣做並非公然蔑視防疫措施。
英國政府日前宣布，周五起向逾60個國

家或地區的旅客，豁免入境隔離14天的措
施，當中包括希臘。斯坦利透露他將於周五
返回英國，屆時便無須接受隔離檢疫。約翰
遜前日被記者問到父親外遊希臘時，回應稱
「你應自行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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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商界院校推「歡迎中國人」運動
不欲當炮灰 冀助修補中澳關係

澳洲在新冠疫情肆虐下，近月多次傳出當地

華人以至中國留學生遭受種族歧視，加上澳洲

政府呼籲就新冠病毒源頭展開所謂「全球調

查」，矛頭明顯指向中國，引發中澳兩國

關係緊張，大大影響中國學生和旅客到

澳洲留學及旅遊的意慾，嚴重打擊當

地經濟。有見及此，澳洲商界和教

育界發起運動，向中國表達「澳

洲歡迎你」的訊息，讓中國學生

和遊客放心到澳洲，並希望藉此

修補中澳關係。

這項活動由澳華論壇發起，中澳
貿易委員會、悉尼大學、新南

威爾士大學和悉尼科技大學均會參
與，澳華論壇正聯絡墨爾本大學加
入，連鎖酒店集團雅高(Accor)和凱悅
(Hyatt)也可能參與。活動定於今日啟
動，面向中國的廣大觀眾，將利用微博
和微信等社交平台宣傳「澳洲歡迎你」的
訊息。參與的澳洲商界領袖和各大學校
長，昨日已率先在網上手持寫上「澳大利亞
歡迎你！」的中文標語。有澳洲中文媒體形
容今次澳洲商界和教育界是向中國「傾情發
聲」，避免成為中澳兩國政治爭拗的「炮
灰」。

盼大眾聲音被聽見
自新冠疫情爆發後，中澳關係持續緊張，
中國批評澳洲要求就新冠病毒源頭進行「全
球調查」，其後宣布提高進口澳洲牛肉和大
麥的關稅，澳洲視此為出於報復。此外，中
國文化和旅遊部上月建議中國公民不要前往
澳洲旅遊，原因是當地種族歧視不斷加劇。
澳洲旅遊和貿易部長伯明翰否認種族歧視的
說法，表示「沒有事實依據」。然而澳方的
回應未能釋除疑慮，中國教育部數天後對返
回澳洲的中國留學生發出警告，指出澳洲發
生多宗針對亞洲人的歧視事件。
澳華論壇主席李逸仙表示，「在某程度

上，這真的困擾着所有人。種族主義確實存
在，但這是否意味着澳洲對遊客和學生都不
安全？事實顯然不是這樣」。他指中澳兩國

之
間發生
激烈的政
治紛爭，令普
羅大眾和一般企業
被捲進「戰火」中，很
多澳洲年輕華裔也受到影響。
他發起今次運動，目的是在一片政治爭拗
中，讓普羅大眾的聲音能被聽見。

「教育商業關係跨越政治」
中澳貿易委員會主席奧爾森稱，儘管存在政

治和外交問題，但他仍然相信中澳兩國關係很
牢固，但對於中國發出的警告，「我們有很多
工作要做，我們不能低估媒體報道產生的影
響，要先作好準備」。委員會將要求其800個
企業成員和2萬名訂戶支持今次運動，「我們

希望消除任何存在的分歧，真正讓前往澳洲的
中國遊客和學生，能夠感受到這裏的熱情。」
新南威爾士大學校長雅各布斯、負責對外關

係的副校長杜赫蒂和負責國際事務的副校長皮
爾西均參與宣傳運動，一起舉起標語牌。能說
一口流利普通話的皮爾西表示，他相信教育、
旅遊和商業關係，將使中澳關係「跨越政治或
外交層面的任何裂痕」。

■綜合報道

中國教育部上月對新
冠疫情爆發後返回澳洲的

中國留學生發出警告，指疫
情期間發生連串針對亞洲人的種
族歧視事件，認為應重新考慮是否
返回澳洲。由於中國是澳洲外國留
學生的主要來源，澳洲官員表明，
受疫情衝擊，當地正面對30年來首
次經濟衰退，一旦失去中國留學
生，澳洲經濟將進一步受創。

佔澳留學生逾1/3
根據澳洲教育部的資料，國際教

育是澳洲第四大外匯收入來源，每
年帶來380億澳元(約2,045億港元)
收益，對經濟的貢獻較早前被中國
加徵關稅的牛肉和大麥更重要。澳
洲去年共有逾44.2萬名外國學生攻

讀專上教育課程，中國佔當中
37.3%，是留學生最大來源地。
澳洲旅遊和貿易部長伯明翰表

示，若國際學生人數下降，政府以
至各大學都會受到影響，「這對中
國學生而言也是損失，長遠亦無助
中澳兩國相互理解」。他強調澳洲
對種族主義「零容忍」，已採取應
對措施。
代表澳洲多間頂尖學校的「澳洲

八大院校聯盟」行政總裁湯姆森表
示，澳洲各大學被捲進政治糾紛，
令國際教育成為「政治棋子」。湯
姆森指出，中國駐澳洲大使館曾告
訴她，疫情期間未有接獲任何留學
生受襲事件，她強調澳洲一直是非
常安全的地方。

■綜合報道

30年一遇經濟困局
華生不容流失

日本東京都昨日舉行都知事選舉，現任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以壓倒性優勢成功連任。小池隨後在
網上發表勝利演說，強調將全力應對新冠疫情，
並設立東京版的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日本放送協會(NHK)昨晚公布票站調查結果，
顯示74%受訪者支持小池，大幅拋離其餘21名
對手，並有63%選民認同她應對疫情的方式。鑒
於疫情嚴峻，67歲的小池改為在網上發表勝利
演說，她承諾未來4年將繼續竭盡所能，保護東
京民眾免受疫情威脅，「最刻不容緩的工作就是
抗疫，目前是防範第二波疫情的重要時機，我將
繼續堅定推行有關措施。」
談到押後至明年舉行的東京奧運，小池表示抗

擊新冠疫情是最優先任務，只有做好防疫工作，
才能確保舉辦一個安全的奧運會。

或成安倍接班人
今次共有破紀錄的22名候選人競選東京都知

事，受疫情影響，小池在選戰中沒有上街演說和拉
票，改以網絡宣傳爭取支持。由於她首個任期的政
績獲選民認同，加上知名度在一眾候選人中最高，
故此支持率一直領先。儘管近期東京疫情反彈，連
續多天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00宗，但她果斷採取防
疫措施的表現仍獲得肯定，鑑於民望高企，外界認
為當首相安倍晉三於明年9月任期屆滿，小池將是
潛在接班人選。 ■美聯社/法新社

日本九州熊本縣一帶暴雨成災，截至
昨日已造成最少37人死亡、12人失蹤，
當中最少14名死者來自一間被淹浸的安
老院。當局出動逾4萬名警員、消防員
和自衛隊員展開搜救，同時要求在臨時
庇護中心避難的人士勤洗手、戴口罩及

保持社交距離，以防傳播新冠病毒。當
局警告今明兩日九州及關西一帶會繼續
有大雨，呼籲民眾提防。
一道狹長的暴雨帶自前日凌晨起籠罩

熊本縣及鹿兒島縣交界的上空，為區內
帶來每小時超過100毫米的破紀錄雨
量，而且持續幾個小時，導致球磨川等
兩條河流最少共11處河水氾濫，其中人
吉市一段的球磨川前日早上更發生決
堤，造成嚴重水浸及山泥傾瀉，部分地
區水深接近兩層樓高。

雨量被低估 遲發警報
位於球磨郡球磨村的「千壽園」安老

院亦被洪水圍困，整個一樓被淹浸，最
少14名院友死亡，其餘50多名院友及

30名職員及時疏散到二樓，部分人跑到
屋頂求救，救援人員通宵進行搶救，至
昨日清晨成功將所有人分送兩家醫院救
治。在八代市一所空置小學，則有避難
居民在地面畫上巨型SOS字樣，向上空
的電視台直升機求救。
由於多條主要道路及橋樑被浸，起碼

還有10多個地區被圍困，當局不排除死
者人數會進一步上升。
今次水災造成多人死亡，報道指原因

之一是氣象部門上周五晚低估了降雨
量，直至前日清晨才發出最高級別的暴
雨警報。此外，雖然當局事前向20多萬
人發出避難勸告，但由於非強制性，加
上居民擔心在庇護中心感染新冠病毒，
故大部分人寧願留守家中。 ■綜合報道

小池百合子連任知事
矢言建「東京疾控」

英國英格蘭地區的酒吧及食肆自3月因疫
情關閉後，終於在前日重開，大批民眾尤其
年輕人一窩蜂湧至，迫爆各大小酒吧。顧客
盡情狂歡暢飲，防疫措施盡拋腦後，部分人
在醉酒後互相打鬥，更有警員接報到場干預
時被酒客襲擊。
倫敦蘇豪區前晚人頭湧湧，有酒吧負責

人稱，街上擠滿數以千計的人，幾乎無人遵
守當局規定的一米社交距離，形容情況「失
控」，但他的店舖會遵守防疫規定，每次只
允許7名顧客進場。警方表示，前晚接獲逾
1,000宗醉酒鬧事的投訴，多名警員到場處
理時受襲。

法拉奇「晒照」自揭違隔離令
對於能再次到酒吧飲酒消遣，有酒客表
示非常難得，更形容杯中的啤酒特別好喝。
儘管醉酒鬧事和違反防疫規定事件頻

生，衞生大臣夏國賢卻表示，酒吧在解除停
業令後未有出現問題，還稱計劃「成功」，
大部分顧客均非常自律。脫歐黨領袖法拉奇
亦在酒吧重開的「超級星期六」湊熱鬧，上
載自己在酒吧飲酒的照片，不過他被指剛從
美國回來，尚未完成兩周隔離檢疫，自由民
主黨領袖戴維表示已報警告發法拉奇，要求
當局調查。 ■綜合報道

老父違令外遊 約翰遜再受壓

英人狂歡賀解禁 酒客「着魔」襲警

■ 澳洲各
界人士發布
照片，表示
澳洲歡迎中
國遊客和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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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暴雨增至37死
居民怕染病拒疏散

▶▶ 院校強調院校強調
澳洲是一個安澳洲是一個安
全的地方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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