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反政府示威持續近3個月，政府本月15

日頒布緊急狀態令，禁止在首都曼谷舉行5人

或以上的政治集會，並禁制發布影響國家安全

的新聞和網上資訊。泰國警察總長已簽署命

令，調查4間泰國媒體及一個由學生團體成立

的facebook(fb)專頁，指它們涉嫌發布不實資

訊，製造混亂及挑起社會動盪，強調此舉是按

照緊急狀態令執法，並非計劃打壓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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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警查泰警查fbfb專頁專頁網媒網媒
促剷逾促剷逾3030萬違法內容萬違法內容

網絡直播示威網絡直播示威 扭曲資訊涉危及國安扭曲資訊涉危及國安

涉學生團體專頁
被調查的媒體包括Voice TV、Prachatai、The Reporters 及
The Standard，受查的fb專頁則是學生團體「自由青年」(Free
Youth)的專頁，它們均利用fb等社交媒體，在現場直播示威情
況。
國家警察總長蘇瓦於本月16日簽署的一項命令，昨日在網上流

傳。命令指出，根據緊急狀態令，要求國家廣播和通訊委員會及
數碼經濟和社會部，調查上述媒體和fb專頁的報道內容，並採取
適當行動。警方發言人昨日稱，警方收到情報部門的資料，指出
它們部分報道內容含有扭曲的資訊，可能引起恐慌及危害國家安
全，他強調警方執法時，會遵照新聞自由原則。數碼經濟和社會
部表示，發現超過30萬項報道內容違反泰國法例，已要求法院頒
令將有關內容移除。
多個傳媒機構發表聲明，抗議政府的調查行動。獨立媒體Pra-

chatai聲言，「對於Prachatai如實報道泰國人權和政治發展的內
容感到榮幸，並會繼續下去。」The Reporters及The Standard
則表示「會繼續盡一個媒體的職責，做好報道工作」。「自由青
年」前日已在fb通知支持者，他們的專頁可能會被關閉，呼籲支
持者加入Telegram以獲取最新資訊。

巴育促開國會特別會議
面對國家局勢動盪，泰國總理巴育昨日要求國會召開特別會
議，討論如何化解緊張局勢，他表示政府已作出某程度上的妥

協，要求示威者和平集會，切勿違法。儘管示威蔓延至國內其他
地區，巴育表明無意將緊急狀態令範圍擴大至曼谷以外的地區。
他同時強調會致力保護王室，形容這是「所有泰國人的責任」。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示威者持傘跨過鐵欄。 美聯社

傳下令禁Telegram
防策動示威

泰國警方除了下令調查多家媒體外，
亦要求當局限制加密通訊軟件 Tele-
gram，阻止反政府示威者利用此軟件聯

絡及策動示威。
泰國國家警察總長蘇瓦昨日向記者表

示，他已下令數碼經濟和社會部，限制
學生組織「自由青年」使用Telegram。
傳媒發現數碼經濟和社會部發言人諾泰
頌已簽署一份文件，要求互聯網供應商
及流動網絡營運商「完全中止 Tele-
gram」，諾泰頌拒絕確認此事。
國家廣播和通訊委員會一名高層官員

則證實，該委員會已下令禁制 Tele-
gram，正與網絡供應商討論執行程序，
但截至昨日，Telegram仍可在泰國登
入。
此外，泰國警方昨日搜查一間出版

社，檢走一批書籍，包括3冊關於研究泰
國君主制的書籍，並要求出版商負責人
到警局接受問話。據報該出版社協助本
地和外國學者，發行一些具爭議的作
品。 ■綜合報道

■「自由青年」日前在fb呼籲轉用Tele-
gram。 網上圖片

法擬逐231極端分子
查網上仇恨言論

法國中學教師帕蒂遭一名車臣裔極
端分子斬首殺害，在全國上下激起怒
火，歐洲第一電台前日引述警方消息
人士透露，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下
令將政府監察名單中的231名外籍極
端分子驅逐出境。
報道稱，達爾馬寧前日下午在會議

上，要求地方首長執行驅逐行動，警
方消息指，被逐的極端分子中，180
人目前已身在獄中，其餘51人將於短
期內陸續被捕。法國法例將「參與激
進化過程、欲出國加入恐怖組織或參
與恐怖活動的人士」，定義為極端主
義者。達爾馬寧同時要求內政部官員
加強檢視難民身份申請。

搜查極端伊斯蘭組織
達爾馬寧昨日表示，在斬首事件發

生後，當局已展開調查80宗針對網上
發布仇恨言論事件，並突擊搜查數十
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住所，當局預計
會進行更多調查行動，並研究應否解

散部分被指宣揚暴力仇恨的穆斯林組
織。達爾馬寧表示，搜查極端伊斯蘭
組織的行動目的是向「法國的敵人」
說明，他們不會有任何喘息機會，政
府另外亦會收緊措施，限制與伊斯蘭
群體有聯繫的非政府組織，包括在當
地備受關注的「反伊斯蘭恐懼症組
織」。他透露涉及斬首案被捕的11
人，其中兩人包括一名伊斯蘭極端分
子及一名女學童的父親，曾發布伊斯
蘭教令，號召殺害帕蒂。
法國數以萬計民眾前日在首都巴

黎及多個城市參加集會悼念帕蒂，
並譴責恐怖主義，總理卡斯泰等多
名官員均在巴黎出席集會。集會由
反種族主義協會和各教師工會等組
織合辦，群眾一起高唱國歌，並為
帕蒂默哀一分鐘，群眾情緒激動，
但過程大致和平。教育部長布朗奇
呼籲民眾，在面對法國的敵人時，
要顯得無所畏懼。

■路透社/法新社

特朗普崇拜爭福音票
牧師：神說你會連任

質疑「拜登電郵門」準確性
《紐郵》記者拒署名

《紐約郵報》上周三刊登標題為「拜登秘密電郵」的報道，指
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擔任副總統期間，協助任職烏克
蘭能源公司董事的兒子亨特謀取利益。有關消息成為總統特朗普
競選陣營攻擊拜登的工具。但據《紐約郵報》兩名職員透露，這
篇文章主要是由名為戈爾丁的記者撰寫，但他質疑內容的可信
性，拒絕在文章中署名。
據悉文中引用的照片和文件，是由特朗普私人律師朱利亞尼於

本月11日提供給《紐約郵報》，聲稱是從亨特一部手提電腦的
硬碟取得，包括總編輯林奇在內的多名報社高層當天開會，討論
如何處理，最終聽取顧問艾倫的建議盡快刊出。
然而許多職員均關注報社未有充分核實資料來源的真確性，亦

質疑為何會在總統大選臨近時流出。主要負責撰寫報道的戈爾丁
拒絕署名，部分參與採訪的記者亦不願加上自己名字，最終刊登
的記者名字為莫里斯和豐羅。莫里斯與前「國師」班農、前白宮
發言人桑德斯和特朗普親信斯通稔熟，豐羅甚至在報道刊出後，
才知出現自己名字。 ■綜合報道

美高官曾赴敘商放人質
逾10年首高層接觸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白宮高級反恐官員兼總
統特朗普的副助理帕特爾，今年夏天曾前往敘利亞首都大馬士
革，就釋放兩名美國人質一事，與一名敘利亞官員會面進行談
判。這是美國和敘利亞總統巴沙爾政權之間逾10年來首次高
層接觸。
報道稱，這次會談主要討論釋放8年前在敘利亞工作時被綁
架的美國自由撰稿記者泰斯，以及2017年在政府檢查站被攔
截後失蹤的美籍敘利亞裔治療師卡瑪爾馬茲。另有最少4名美
國人相信正被敘利亞政府扣押，但未知美敘雙方官員有否討
論。
報道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3月曾向巴沙爾發出私人信
件，建議就泰斯的情況進行「直接對話」，因而促成這次會
面。
一名匿名白宮官員證實，帕特爾今年較早時曾到大馬士革，
與敘政府秘密會面，「這反映特朗普將在海外被扣的美國人帶
回家，列為優先要務。」 ■綜合報道

韓國今
年夏季遭
受多股颱
風吹襲，
加上出現

史上最長的梅雨季，導致暴雨成災，
令當地白菜價格大漲逾6成，引發
「泡菜危機」。
3股強颱風接連在8、9月吹襲韓

國，釀成洪災，導致農作物失收與供
應緊張。韓國統計局表示，全國新鮮
食品價格在9月暴漲22%，菜價創
2011年初以來最高。
泡菜危機不僅打擊一般家庭，韓國

最大泡菜生產商大象(Daesang)表示，

受白菜短缺影響，將暫停在網上出售
泡菜；另一家主要食品公司第一製糖
也稱，由於愈來愈多人因新冠疫情選
擇在家用膳，正尋找替代品以滿足需
求。
韓國將於下月踏入傳統的「醃泡菜

季」，家家戶戶均會購買大量白菜及
其他蔬菜，以醃製泡菜供明年食用。
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金多正表
示，「白菜對氣候變化相當敏感，任
何極端氣候都會影響產量，價格在未
來一段時間仍有不確定性。」農業部
則表示，近期天氣回穩令白菜價格回
落，並緩解泡菜短缺情況。

■彭博通訊社

韓洪災白菜飆價6成 引爆「泡菜危機」

距離美國大選只餘約2周，總統特朗普及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繼續四出拉票，兩人
前日均現身教會，試圖吸納福音派選民支
持，特朗普更獲牧師祝福、稱上主會讓他連
任成功。

拜登汽車集會全程戴罩
特朗普前日在內華達州造勢，當地以往是
大選搖擺州份，不過自2004年後，共和黨一
直未能成功取下內華達州。特朗普本身並不
常到教會，不過因反墮胎及任命保守派法官
等議題，獲福音派選民支持，他前日到拉斯
維加斯一間教會，坐在前排參加崇拜，牧師
古萊在台上向特朗普說，「今早神對我說，
『會給你的總統第二次勝利』」，隨後便向
特朗普稱「你會再當選總統」。特朗普在禱
告時低頭，離開前又奉獻數張20美元鈔票。

特朗普傍晚出席造勢集會，繼續借近日有
關拜登兒子亨特電郵的報道攻擊拜登，又嘲
諷拜登聽從科學意見，稱如果他本人亦完全
聽從科學家，進一步實施封城措施，美國便
會陷入「嚴重衰退」。
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拜登，則在他居住的特

拉華州與太太參加彌撒。拜登其後到過往兩
屆大選都由共和黨勝出的北卡羅來納州，出
席汽車集會，拜登全程戴上口罩，批評特朗
普近期指疫情已好轉，但美國新增病例屢創
新高，直斥特朗普說謊。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特朗普出席崇拜特朗普出席崇拜
時捐獻時捐獻。。 路透社路透社

■■拜登與孫女在一間食拜登與孫女在一間食
肆買外賣肆買外賣。。 美聯社美聯社

■■曼谷有大批媒體採訪示威曼谷有大批媒體採訪示威。。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