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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尼斯聖母聖殿前日發生恐襲，一名男子持刀施襲，造成最少3人死

亡及多人受傷，其中兩人更被斬首。法國警方前日公布疑犯為21歲的突

尼斯裔男子奧薩烏伊，他在本月較早時剛抵達法國，前日特地乘火車前

往尼斯，施襲時更帶同《可蘭經》。總統馬克龍矢言法國面對恐襲時

不會退讓，歐盟則呼籲不同宗教之間應互相理解。

法刀男屬突尼斯裔 上月抵意無故獲釋
馬克龍：面對恐襲不退讓 歐盟籲宗教間互相理解

福奇：新冠疫苗最快年底推出
美國白宮傳染病專家福奇前日表示，第
一批安全和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最快今
年12月底至明年1月初便可面世，將首先
讓一些有高染疫風險的美國民眾接種。
福奇在twitter和facebook直播中表示，根
據Moderna和輝瑞這兩家在研發新冠疫苗

上居領先地位的藥企預測，美國國民可望
在12月內，得知是否會有安全且有效的疫
苗，「我們希望在接着的數周內，就有實
驗結果的初步數據出爐。」
Moderna和輝瑞均於7月底開始最後階段
臨床試驗，Moderna前日稱，可望在11月

提出其大型後期試驗的階段性數據。輝瑞
原本預期在10月公布階段性數據，但現在
相信最快也要11月才能公布。有關數據需
經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和美國疾病
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審查，若證實試驗成
功，將建議誰能獲得第一批疫苗。■路透社

據警方公布，警員在奧薩烏伊身上發
現意大利紅十字會文件，顯示奧薩

烏伊從突尼斯乘船偷渡，在上月20日抵
達意大利蘭佩杜薩島，他其後接受新冠
隔離檢疫，到本月9日被帶往意大利本土
移民中心，獲釋後被告知要離開意大
利，其後奧薩烏伊相信輾轉來到法國。
目前未知他入境法國的確實日期，意大
利正調查為何奧薩烏伊會獲釋，而非繼
續被拘留等待遣返。

行兇前車站換衫 警14槍制服
在案發當日，奧薩烏伊於早上6時半抵
達尼斯火車站，迅速更換衣物後，閉路
電視顯示他在早上8時半來到聖母聖殿，
在教堂內逗留近半小時便犯案。警員曾
連開14槍制伏奧薩烏伊，官員稱他送院
時仍不斷重複稱「真主偉大」，他目前
仍然留醫、情況嚴重；警方在他的隨身
物品中發現一本《可蘭經》、兩把未使
用的刀及兩部手機，保安部門以往沒有

奧烏薩伊的資料。

同犯提供手機被捕
警方同日再拘捕一名47歲男子，據悉

他在恐襲前曾與疑犯密切接觸，疑犯攜
帶的其中一部手機，相信也由該男子提
供。
兩名教堂內被斬首的死者，分別是一名
60歲女性及55歲男性教堂員工；另一名
死者是44歲巴西裔女子席爾瓦，在法國居
住逾30年，育有3名子女。她被刺傷頸部
後逃入對街一間酒吧躲避，最終向為她急
救的醫護人員留下遺言，稱「告訴我的孩
子我愛他們」後便傷重不治。
馬克龍前日前往尼斯視察，他直指事

件是「伊斯蘭主義恐怖襲擊」，矢言不
會放棄法國的價值觀，稱如果法國是因
「自由的價值」遇襲，「我今天再清晰
表明︰我們不會退讓」。
政府除將全國反恐警戒調升至最高級

別，亦將部署在宗教場所、學校等地點附

近的兵力，從3,000人調升至7,000人。

內長：與伊斯蘭主義開戰
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昨日警告，法國

恐再發生更多襲擊，形容國家「正與伊
斯蘭主義開戰」。在恐襲發生後，法國
各地傳出最少3宗有人被搜出武器的案
件。
突尼斯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恐襲，

當地一名司法官員稱，奧薩烏伊曾於
2016年在當地涉及一宗持刀暴力案而
被拘捕。對於一個名為Mahdi Organisa-
tion的組織在尼斯恐襲後，於社交媒體聲
稱是該組織發動襲擊，突尼斯檢察部門
已展開調查。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前日發表聲

明，指歐盟各成員國與法國團結一致，
呼籲不同宗教和社群之間應互相理解，
而非各自分化，不過沒有提及觸發法國
與穆斯林國家緊張關係的教師被斬首
案。 ■綜合報道

俄羅斯韃靼斯坦地區一名
16歲少年，昨日手持利刀和
汽油彈，襲擊一名警員，並企
圖縱火焚燒警局，另一警員向
天鳴槍警告不果後，開槍將疑
兇轟斃。
韃靼斯坦人口以穆斯林為

主，據俄羅斯媒體稱，該名少
年行兇時高呼「真主偉大」，
更指罵警員為「異教徒」，遇
襲警員身中三刀受傷，送院治
療後已無生命危險。開槍的警
員表示，他曾向天鳴槍示警，
但疑兇拒絕投降，他被迫向疑
兇開槍。救護人員到達前，疑
兇已傷重死亡。
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將事

件列為企圖恐怖襲擊案，已展
開刑事調查。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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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令全球航空業幾近停擺，美
國聯合航空公司將於下月起試行登機前
快速病毒測試，最快15分鐘便可得出測
試結果，期望可有助各地放寬旅遊限
制，逐步恢復航空交通。

兩歲以上需要檢測
聯合航空選擇由美國紐約紐瓦克機場

飛往英國倫敦希思羅機場的航線試行計
劃，每周共有3班航班。計劃由下月16
日起推行，為期4周，乘客需在航班於傍
晚7時15分起飛前3小時抵達機場，所有
兩歲以上的乘客都要在登機前接受檢

測。聯航選用美國雅培公司生產的快速
測試工具，15至20分鐘便有結果，檢測
呈陰性即可登機，檢測呈陽性便需隔
離，乘客可選擇退款或之後改乘其他航
班，不過乘客即使檢測呈陰性，飛抵英
國後仍需隔離檢疫14天。
聯航早前在加州飛往夏威夷的航班曾

試行同類計劃，由於反應良好，因此再
次推行，期望透過計劃展示快速檢測的
成效，增加旅客在疫情下乘搭飛機的信
心，從而推動恢復航空交通，並藉此說
服各地政府撤銷旅遊限制。

■綜合報道

聯航推登機前快速測試
最快15分鐘知結果

法封城前夕「逃出巴黎」
車龍數百公里

土耳其7級地震6死202傷
土希掀小型海嘯

土耳其昨日發生黎克特制7級地震，位於土國西部的第
三大城市伊茲密爾，有多達20幢建築物倒塌，造成6人死
亡及約202人受傷，據稱仍有居民被困瓦礫中，救援人員
正加緊拯救。鄰國希臘亦有多個島嶼的建築物損毀。地震
並在土希兩國引發小型海嘯。

廿幢樓倒塌
地震於當地時間下午發生，震央位於伊茲密爾對開約17

公里的愛琴海，震源深度16公里，屬淺層地震。有450萬
人口的伊茲密爾災情嚴重，市長稱約有20幢建築物倒
塌，救援人員用電鋸等工具割開巨型瓦礫，嘗試救出被困
人士，居民紛紛走到街上，面露驚恐神情。土國衞生部
稱，已出動38輛救護車和兩架救援直升機參與救援工
作。
電視片段可見，伊茲密爾市內多處冒起煙塵，相信是建
築物倒塌時產生。當局在地震後發出海嘯警告，當地一名
學生表示，沿岸地區的海水水位上升，有海水湧入街道，
他雖經歷多次地震，但如此嚴重卻是首次，感到非常害
怕。土耳其內政部長則表示，土國西部6個省均有建築物
的外牆被震裂，該國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亦有震感。土耳
其總理埃爾多安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正密切注視災情，
會向受影響地區提供一切協助。
距離震央不遠的希臘薩摩斯島，有建築物和道路嚴重損

毀，部分房屋外牆塌下，兩人被壓死，當地官員形容情況
混亂。當局事後發布海嘯警報，並敦促居民遠離沿岸地
區，據稱沿岸部分街道水浸。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居民在瓦礫中尋找
生還者。 路透社

■■民眾湧到街上暫避民眾湧到街上暫避，，
神情驚慌神情驚慌。。 美聯社美聯社

■■疑兇疑兇((紅圈紅圈))襲警後被擊斃襲警後被擊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奧薩烏伊被奧薩烏伊被
制伏後接受治制伏後接受治
療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死者席爾瓦死者席爾瓦
是一名母親是一名母親。。

歐洲各國累計新冠確診個案已突破
1,000萬宗，法國昨日重新封城，大批民
眾在封城前夕，漏夜「逃出巴黎」，巴黎
一帶出現長長車龍，道路交通陷於癱瘓。
歐盟委員會前日則通過批出2.2億歐元(約
19.9億港元)資金，協助疫情嚴重的成員
國，將新冠患者轉至其他仍有醫院床位的
國家治療，避免各國醫療系統「爆煲」。

歐盟助患者跨國轉院
法國政府周三公布重新封鎖，最少持

續至12月1日，民
眾隨即為封城生活
做好準備，社交
平台上的片段可
見，巴黎前晚出
現車龍、並不斷
傳出響號聲音，
網民估計車龍長
達數百公里，相
信是民眾趕在封
城前，從巴黎前
往法國其他城市
暫避。不少人則
到商店搶購意
粉、廁紙等必需
品，亦有許多
民眾到理髮店
排 隊 等 候 剪
髮。巴黎迪士
尼樂園亦因應
封城措施，宣
布閉園，目標
在12月中再接
待遊客。
歐洲多國因

應疫情惡化重
新封鎖，世界
衞生組織歐洲

區主任克盧格前日重申，應將全國封鎖
視為「最後手段」。
歐盟各成員國前日舉行視像會議後，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宣布批出資
金，以供疫情嚴重的國家，將新冠患者
轉送仍有床位的國家，她表示若各國不
緊急採取行動，醫療系統便會崩潰。她
同時指要善用抗疫資金，前提是各國分
享疫情數據，亦呼籲各國不要關閉邊
界，分享有效遏制疫情措施，並為未來
分發新冠疫苗作好準備。 ■綜合報道

■ 大批市民駕車離開，
形成長長車龍。 彭博社

韓促網上慶祝萬聖節
「不要變真正鬼魂」

韓國昨日新增114宗新冠確診病例，是連續
第3日破百。政府指出，社交活動將增加染疫風
險，擔心萬聖節慶祝活動令疫情惡化，呼籲民
眾聚會時應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韓國從5月開始，因民眾在夜店和酒吧聚會

而爆發群組感染，使疫情加劇。首爾市官員表
示，當局已加強巡查娛樂場所，希望民眾能保
持適當社交距離，並關閉14間未有遵守防疫規

定的夜店。政府同時建議民眾改為在網上慶祝
萬聖節，減少播疫機會。當局為此推出宣傳海
報，其中一幅警告民眾「享受萬聖節之時，不
要最終成為真正的鬼魂」（見圖）。
日本前日單日新增808宗確診，累計確診突破
10萬宗，近期不少確診個案均為20至40歲的年
輕人，專家認為應加強注意聚會地點，呼籲國民
減少聚會活動，以防疫情傳播。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