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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邊境「兒童監獄」曝光 拜登禁採訪
逼爆營帳 食物肥皂不足

美國總統拜登自1月上任以來，推
行政策方面大致順利，包括成功加快
新冠疫苗接種、通過經濟紓困方案等，
不過近期大量非法移民從美墨邊境湧
入，拜登政府無力處理，令他受到共
和黨人以至民主黨黨友批評，共和黨
指責邊境危機是拜登一手造成，民主
黨則批評移民遭受的待遇不人道，又
指拜登的政策欠缺透明度，令拜登陷
入「兩面不是人」的困境。

特朗普：簡直瘋了
共和黨近月因彈劾前總統特朗普等

問題陷入分裂危機，不過在移民問題
上則槍口對外，批評拜登對非法移民
持開放態度，引起邊境危機。共和黨
參議員克魯茲指出，雖然拜登政府不
承認邊境發生危機，但全美都見到問

題如何嚴重；特朗普更火上加油，直
指邊境情況「簡直瘋了」。代表得州
的共和黨參議員科爾尼，亦聯同亞利
桑那州民主黨參議員西內瑪發表聲明，
敦促拜登採取措施處理。
拜登雖然不再拆散非法移民家庭，

但大量無成年人陪同的兒童湧入美國，
對政府構成沉重壓力。跨黨派議員上
周視察邊境收容設施後，民主黨參議
員墨菲指出，看見數百名兒童擠在一
個「沒有分隔的大房」，當一名13歲
女童向他訴說被迫與祖母分開的痛苦
經歷後，自己更難忍淚水。曾因拍攝
美墨邊境非法移民照片獲獎的攝影師
穆爾，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批評
美國的移民政策，只是從特朗普的「零
容忍」變成拜登的「零透明度」。

●法新社

黨友政敵皆不滿 拜登兩面不是人美國經常打着「人權」的幌子，對他國指手畫腳，對於發生在

自己國內的人權問題卻視而不見，這種雙重標準近日又增加一項

例證。自從現任總統拜登上台後，愈來愈多拉丁美洲非法移民湧

往美墨邊境，有媒體前日公開得州一間非法移民兒童收容所的照

片，顯示設施環境擠迫，毫無社交距離可言，大量兒童

只獲發急救用太空毯保暖。提供照片的民主黨眾議

員奎利亞爾表示，因為拜登政府拒絕讓記者視察邊

境設施，所以決定公開實情引起公眾關注。

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宣布，他準備於昨日接
種新冠疫苗。克里姆林宮昨日表示，不會公布
普京接種哪一款俄製疫苗，由於普京「不喜
歡」在鏡頭前打針，因此決定私下接種。
俄羅斯正使用3款俄製新冠疫苗，包括較為人

熟悉的「史潑尼克5」號，以及EpiVacCorona和

CovoVac。克里姆林宮指出，普京在疫苗宣傳上
已做了很多工作，強調每款俄製疫苗都可靠有效，
因此不會公布接種哪一款疫苗，並會私下打針，
認為無須藉公開接種，鼓勵民眾打針。在俄羅斯
1.44億人口中，目前只有約430萬人已接種兩劑
疫苗，另有200萬人接種了首劑。近期有民調顯

示，不足1/3受訪者表示願意接種。
目前俄國主要使用需打兩劑的「史潑尼克

5」號疫苗，負責注資研發的「俄羅斯直接投
資基金」（RDIF ）表示，已申請在俄羅斯、
阿聯酋和加納，展開單劑「史潑尼克5」號臨
床測試。根據上月發表的報告，兩劑「史潑尼
克5」號的保護效力高達91.6%，RDIF稱，雖
然單劑疫苗效力會較兩劑低，但可為疫情嚴重
國家的民眾及時提供保護。 ●綜合報道

「不喜歡」公開打針 普京私下接種

據消息人士透露，美國總統拜
登政府準備推出總值4萬億
美元（約31萬億港元）的
刺激經濟方案，當中包括
大規模發展基建和應對氣
候變化等，並可創造大
量職位。白宮發言人普
薩基表示，拜登正考慮
不同選項，並會與政
策團隊商討，不會在
本周內公布方案。
消息人士稱，顧
問團向拜登提出介
乎3萬億至4萬億
美元（約23.2萬
億至 31 萬億港

元）的方案，旨在刺激經濟和應對貧
富差距問題。方案會分為兩部分，其
中一部分是斥資1萬億美元（約7.77
萬億港元）發展基建，包括建造道路、
鐵路和電動車充電站等，以及撥出
4,000億美元（約3.11萬億港元）處理
減排和氣候變化；另一部分則解決急
需處理的民生事項，包括豁免社區學
院學費及在全國提供育兒服務。
美國國會早前在無須倚賴共和黨議

員支持下，通過總值1.9萬億美元（約
14.7萬億港元）的抗疫紓困法案，有
共和黨議員批評最新的刺激經濟方案，
參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指出，「基
建計劃」實際只會造成大規模加稅，
形容是「左翼政策」。 ●綜合報道

傳拜登欲再刺激經濟 推31萬億方案

歐多國再封城 德復活節嚴限外出

拜登上台後承諾採取更人道的方式，處理從南部邊境湧
入的非法移民，其中一項措施是不再遣返沒有成人陪

同的移民，由邊境政府部門接收，再交予他們身在美國
的父母或寄養家庭。不少拉美地區民眾因此憧憬美國放
寬移民政策，紛紛聯群結隊北上，人數已經遠遠超出
邊境地區的處理能力，移民問題亦再次成為近日美國
最大政治爭議。

近乎身貼身 疫症溫床
奎利亞爾向媒體提供的照片，是上周六於得州唐娜一個邊境
設施拍下，設施由多個營帳連接建成，內部以透明膠布簾分隔
成8個空間，主要收容未成年移民。照片中可見兒童們都有戴
上口罩，但環境擠迫，無法保持最少2米的社交距離，近乎身貼
身，他們大多躺或坐在地上，以太空毯保暖，亦有人在看電視。
奎利亞爾透露，每個膠布簾分隔的空間理應最多容納260人，

部分卻容納達400人，亦有曾接觸被收容兒童的律師或關注組織
透露，這些兒童有時會連續數日被禁止走出營帳，甚至沒有足夠
肥皂或食物。

公開照片踢爆 黨友嘆息
相較前朝政府曾數次准許外界視察邊境設施，拜登政府至今一直禁
止人權律師或媒體進入設施，奎利亞爾表示，他決定公開照片
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拜登政府拒絕媒體進入。他
表示「我們必須將這些兒童當成自己的孩子般照
顧」，敦促白宮與中南美洲國家合作，防止移民再
湧往美國，又感嘆即使拜登政府的動機良好，問題
亦難以處理。
按照拜登政府計劃，現時正趕建新的收容設
施，可讓邊境巡邏隊將約5,000名兒童交予環境
較佳的衞生部設施，但即使政策規定，邊境巡
邏隊最長只可拘留兒童3日，由於人數太
多，有時亦需拘留長達一周。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前日為這宗不人道的
事件辯解，表示當局正設法在未來數日
至數周間，為兒童移民提供可較長時間
逗留的設施，確保他們可取得醫療、
教育以至法律資源；又指拜登政府過
往一直強調，邊境巡邏隊的設施並非
收留兒童的合適地方，不過若不收
留兒童，就只能驅逐兒童，讓他們
踏上「兇險旅程」，同樣不是正確
選擇。 ●綜合報道

歐洲多個國家的新冠疫情反彈，其中德
國確診個案持續上升，總理默克爾形容英
國變種病毒肆虐引發新一波疫情，政府昨
日宣布延長封城至下月18日，而在復活節
假期更會進一步收緊限制令，呼籲民眾留
在家中。
德國早前開始放寬限制，上月開始復課，商
店亦於本月恢復營業，但近日確診個案回升，
前日新增逾7,700宗病例及50宗死亡個案，相
當於每10萬人有107人染疫。默克爾指出，英
國變種病毒已成為國內主要毒株，在與各州州

長商議後，決定將原定本月28日解除的封城
令，延長至下月18日。在下月1日至5日復活
節假期期間，全國實施嚴格限制，絕大部分商
店須關閉，雜貨店只可在4月3日開放一天，
所有宗教活動改為網上進行。

法奧封城抗疫失敗
為了減少民眾在國內旅遊，政府早前禁止酒
店向遊客開放，但卻未禁止出境旅遊，有州長
認為此限制不合理。經商議後，默克爾敦促國
民在復活節期間，避免在國內外進行不必要出

遊，所有出入境旅客都需提供陰性檢測證明。
奧地利自上月起第3次封城，但近日感染人

數持續上升，上周五新增逾3,500宗確診病
例，是自去年12月初以來最高，政府前日宣
布推遲原定本月27日重開食肆和酒吧的計
劃。法國上周五開始在巴黎等城市實施新一輪
封城，但當局數據顯示，前日仍錄得15,792宗
確診個案，是自去年11月初第二波疫情高峰
以來最高，入住深切治療部（ICU）的患者達
4,548人，創今年以來新高。

●綜合報道

新冠疫情令不少企業員工需長期
在家工作，隨着新加坡疫情逐漸紓
緩，當地銀行業界開始制訂指引，
研究讓企業在後疫情時代恢復正常
營運，包括引入更多非接觸式技術、
分開不同團隊工作等。另一方面，
美國大型科企微軟前日宣布，下周
起重開總部，並在全球各地的辦公
室引入「混合職場」工作模式。
新加坡房地產顧問公司高緯環球
獲新加坡金管局和多間銀行委託，
研究如何讓企業逐漸恢復正常營運，
並在昨日發布報告，當中建議引入
非接觸式技術、動作感應器、人臉
識別技術等，並採取小組工作模式。
報告又建議在冷氣系統加裝特別
濾網，限制氣霧或飛沫傳播，配合

檢測體溫、口罩偵測系統等措施，
作為抗擊病毒的「第一道防線」；
企業亦需儲備醫療物資、增加辦公
桌之間的空間、採取彈性工作安排，
同時檢討辦公室清潔程序。
微軟前日宣布由下周一起重開

總部，微軟副行政總裁德爾貝尼
解釋，是按照數據及研究結果作
出有關決定。他指出，公司目前
在全球21個國家的辦公室，已額
外安排員工返回公司工作，涉及
微軟整體人手約20%，因此決定
在華盛頓州總部引入這項「混合
職場」工作模式，目的為員工提
供更多彈性，讓他們自由選擇覺
得更有效率、舒適的工作地點。

●路透社/法新社

星銀行界改革「疫下上班」
倡分小組工作

◀ 不少中美
洲移民被驅
逐出美國邊
境。

法新社

●●拜登的邊境政策受兩黨批評拜登的邊境政策受兩黨批評。。 路透社路透社

●●收容所環境擠迫收容所環境擠迫。。 法新社法新社

●●移民以太空毯保暖移民以太空毯保暖。。 路透社路透社

●●拜登的新刺激經濟方案將斥資發展基建拜登的新刺激經濟方案將斥資發展基建。。 彭博社彭博社

●●人們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人們難以保持社交距離。。 路透社路透社

▲人們席地而
睡。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