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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奈斯大道
和康涅迪克
大道交界一

帶，22日下午
發生一起槍擊

事件，一名身穿
黑色上衣的男子從一

棟公寓5樓的窗戶向外隨機開槍。
案發地點有多所學校和
外國大使館，當時附
近的埃德蒙伯克學
校正要放學，該學

校是一所私立大學預
科學校。事件造成4人受
傷，包括一名12歲女童

在內的3名傷者需要入院治
療。

華盛頓校區槍案四傷
當地警方22日晚舉行新

聞發布會稱，相信嫌犯在警察衝入其
所在公寓時自殺，已經死亡。警察在
其住所找到一個帶三腳架的狙擊手裝
置、6支槍及多發子彈。但警方拒絕
透露嫌犯姓名，又稱相信只有一名嫌
犯，稱正在調查其犯案動機。

當天早些時候，華盛頓大都會警
察局助理局長埃默曼將23歲的雷蒙德
．斯賓塞列為 「涉案相關人員」 而非
嫌犯，華盛頓市警察局局長康提拒絕
證實斯賓塞和已經死亡的嫌犯是否同
一人。據悉，一個名為 「雷蒙德．斯
賓塞」 的賬號當天在4Chan論壇上載
了一段案發時的視頻，內容為透過狙
擊鏡看出去的畫面，正在街上四處搜

索目標並連續開槍。康提表示，這支
影片 「看似真實性相當高」 ，但仍不
確定影片是槍擊當下直播，或是錄下
後再放上網。該賬號當天下午還在
4Chan上發表多條挑釁性留言， 「他
們（警察）搜查的地方根本不對」 ，
「等警察來抓我」 。

住在案發地附近的學生尼科利多
告訴CNN，他聽到了大約20聲槍響，
「我看到警察拿着盾牌到處跑，他們
告訴我們 「待在家裏，不要離開。這
很嚇人。」

此外，明尼蘇達州德盧斯市警方
21日通報，29歲的科爾—斯科斯塔德
19日晚殺害了一家四口，包括他的姨
媽、姨夫以及兩名年僅12歲和9歲的
表妹，兇徒20日中午在家中開槍自
殺。他案發前在Facebook留言稱，
自己 「忍受了多年精神疾病（的折
磨）」 ，將 「（做出）絕對可怕的選
擇。」

2020年逾4000未成年人命喪槍口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20日刊出

名為《美國當前兒童與青少年死因》
的報告稱，2020年有超過4300名1至
19歲的兒童和青少年死於槍支暴力，

這一數字較2019年增加了29%。槍
支暴力已經超過車禍，成為美國兒童
與青少年的最主要死因。

報告的共同作者、密歇根大學副
教授格德斯迪克表示，槍支暴力造成
的美國兒童與青少年死亡事件迅速增
加，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兇殺而非意外
或自殺。

他補充稱，上述統計數據少於實
際死亡數字，因為 「每起致死的槍支
暴力事件的背後，都有更多非致命的
槍支暴力事件」 。

美國 「槍支暴力檔案」 網站數據
顯示，今年涉槍暴力事件已在美國造
成超過兩萬人死傷。美媒稱，2011年
只有佛蒙特一個州允許公民在公共場
合無需持槍許可證就可攜帶武器。但
截至今年3月，已經有25個州通過了
類似法律，其中11個州的法律是在過
去一年密集通過的。

然而美國經常對別國人權狀況橫
加指責，卻對自己日益惡化的人權狀
況隻字不提。中國外交部13日稱，美
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槍擊之國，中
方真心希望美國人民能過上沒有槍
擊、沒有歧視、沒有恐懼的日子，停
止對別國人權狀況指手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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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槍支暴力頻發 今年逾兩萬死傷2022年4月24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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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今秋部署薩爾馬特洲際導彈
【大公報訊】綜合今日俄羅

斯、路透社報道：俄羅斯國家航天
公司總裁羅戈津23日表示，俄羅斯
計劃在今年秋天前部署可攜帶核彈
頭的 「薩爾馬特」 洲際導彈。俄羅

斯20日首次試射這款導彈。
俄羅斯國防部22日表示，俄

黑海艦隊旗艦 「莫斯科」 號本月
13日起火引發艦上彈藥爆

炸，艦體嚴重受損。
在救火過程中，艦
上有1人死亡，27
人失蹤，其餘396名

船員被疏散到俄黑海艦

隊在附近的其他艦艇上，並被送往
塞瓦斯托波爾。消息未提及 「莫斯
科」 號起火的原因。

俄國防部14日證實 「莫斯科」
號在拖曳進港過程中，在風雨中沉
沒，但艦上全員都已疏散。俄國防
部22日的聲明表示，正向罹難和失
蹤者的親友提供所有必要支持與協

助。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辦公室負

責人葉爾馬克23日表示，俄羅斯當
天對烏主要港口城市敖德薩發動導
彈襲擊，至少有5人死亡，18人受
傷，死者中有一個3個月大的孩子。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發言
人迪雅里克22日宣布，古特雷斯將

於26日在莫斯科與俄總統普
京會面，並於28日在烏克蘭
與烏總統澤連斯基會面。俄
外長拉夫羅夫當天表示，俄
方本月15日向烏方遞交一份
協議草案後，烏方一直未予
回應。烏方 「每天發出各種
聲明」 ，他們似乎不需要這
些談判，他們在 「聽天由
命」 。

新冠成美第三大奪命殺手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國疾

控中心22日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2021年
新冠肺炎連續第二年成為美國第三大死
因，僅次於心臟病和癌症造成的死亡人
數。

新冠肺炎是美國去年460513人死亡的
根本原因或促成原因，這一數字比2020年
增加近20%。研究人員分析去年1月至12
月美國民眾的死亡證明數據，發現2021年
的整體死亡率創下自2003年來最高紀錄，
心臟病與癌症分別是第一和第二大死因。

報告發現，5歲至14歲兒童的整體死

亡率最低，死亡率最高的是85歲及以
上年齡組，趨勢與2020年相同。

2021年美國每10萬人有111.4人因為
感染新冠病毒死亡，而2020年每10萬人中
有93.2人。1至4歲與5至14歲年齡組的新
冠死亡率最低。

2021年85歲及以上年齡組的新冠死亡
率最高，但比2020年低。數據顯示，去年
美國85歲及以上年齡組中有94884人因感
染新冠不治，2020年有122707人。

研究人員還發現，75歲以下年齡組的
死亡率顯著升高。

美國4月槍擊案（部分）

3日

8日

10日

12日

•加州薩克拉門托市發生槍擊案，造成6死12傷。

•紐約市布朗克斯區街頭發生槍擊事件，3名中學生被流
彈擊中，其中1人死亡。

•艾奧瓦州一家夜店2人被槍殺、10人受傷。同日，伊利諾
伊州和印第安納州均發生聚會槍擊事件，

共造成2死11傷。

•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地鐵
發生槍擊案，一名非裔男

子在車廂內投擲煙霧彈
後，連開33槍，至少29人受

傷，其中10人中彈。

•南卡羅來納州首府哥倫
比亞市一間商場發生槍
擊，造成12人受傷。

•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一間
出租屋舉行派對期間發生
槍擊，槍手開了90多槍，
兩名17歲男子死亡，多人
受傷。

•華盛頓一所私立大學預科
學校附近爆發槍擊案，造成
4人受傷，包括一名未成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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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FBI戰術小組抵達案發現場。 路透社

▶華盛頓警方22
日疏散案發現場
附近民眾。

美聯社

▶俄羅斯20日成功試射
「薩爾馬特」 洲際彈道導
彈。 美聯社



法國總統選舉的第二輪投票於周日
舉行，雖然民調顯示，現任總統馬克龍
領先 「國民聯盟」 候選人勒龐10個百分
點，但是媒體依然把這場大選塑造成
「充滿懸念」 的一屆選舉，甚至稱 「法
國和歐洲的未來在此一役」 。美國幾家
主流報章評論稱， 「勒龐一旦當選，堪
比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對資本市場
的衝擊甚至更大。」 但長期跟蹤法國選
舉的專家則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出
於法國選舉政治的需要，刻意製造出來
的一個噱頭而已，如果不這樣做，法國
第二輪的投票率會很難堪，就體現不出
法國式的民主了。

不過，要說法國這次大選沒有一點

懸念也不符合實際。在第一輪投票中排
在第三位的梅朗雄只落後第二名1.24個
百分點，如果不是因為極左翼分化出多
個候選人而分散了選票，由梅朗雄領銜
出戰馬克龍，那結果真的很難說了。但
民主政治往往就是這樣，讓選民看起來
一切都很民主、公平、一人一票，但其
實主要利益集團早已通過背後的運作，
確保把不符合利益的潛在對手剔除出
局，梅朗雄無疑是這類政治運作的犧牲
品。一些年輕選民感嘆，第二輪投票是
「在瘟疫與霍亂之間作出選擇」 ，索性

不投票成了對兩位候選人說 「不」 的情
緒表達。

馬克龍這五年跌跌撞撞一路走來，
政治上也比過去更加老練。他上台之後
向資本家的利益作出讓步，是個不折不
扣的 「富人總統」 ；他提高燃油稅，激
起工薪階級的反抗，掀起了全國性的
「黃背心運動」 ，結果撞得頭破血流；

他提議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5歲，
對於產業工人而言極不受歡迎；與此同
時，法國通脹高企，全社會都覺得 「日
子過得一代不如一代」 。

民生問題雖是馬克龍連任的軟肋，
但他的存在已超越法國，成為歐盟的希
望。在德國總理默克爾下野之後，馬克
龍儼然成為歐洲的領頭羊，特別是在俄
烏之戰如火如荼之際，歐盟更不希望因
法國大選出現意外而導致歐洲再次分
裂。德、葡、西三國領導人在法國《世
界報》聯合撰文，號召法國人民投馬克
龍一票，稱這次選舉事關民主與反民主
的政治抉擇，將不干涉法國內政的原則
拋置一邊。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民粹主義和
極右勢力並沒有衰落，相反卻有漸成
主流之勢。一些人提出，既然代表右
翼的薩爾科齊不行，代表左翼的奧朗
德不行，代表中間力量的馬克龍也不

行，為什麼不可以換一個極右翼的人
上來試試？這五年勒龐的支持率上升
了10%，足見法國的民意也在悄然發
生變化。

為了贏得大選，勒龐也一直努力修
復自己的形象，讓自己變得更加 「溫
和」 。她收回了關於脫歐的立場，也表
示不會退出北約，而是像戴高樂一樣，
只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在猶太人
的問題上，她把極端反猶的父親老勒龐
開除出黨，以顯示與反猶主義劃清界
限；但在歐美主流媒體的眼裏， 「勒龐
與過去一樣依然充滿着危險」 。作為法
國的 「女版特朗普」 ，她支持 「法國優
先」 ，在宗教和移民問題上，對人口佔
10%的穆斯林十分不友好，反對外來移
民、搶佔法國人的就業崗位；在對待普
京的態度上至少表現出很大的同情，主
張與俄實現戰略性和解。馬克龍在大選
電視辯論中緊緊抓住這一點，指責她是

「親俄反歐派」 ，媒體不遺餘力挖勒龐
的醜聞，以此打擊勒龐的形象。西方
主流媒體的觀點認為，雖然勒龐的贏
面只有35%，但是世界對此需要作點
準備。

「勒龐現象」 是全球極化政治的反
映，也是法國乃至歐洲政治的重要風向
標。顯然，2022年的政治氣候還容不下
勒龐的存在，但不等於她未來沒有機
會。勒龐還需要作出進一步改變，直至
符合法國大資本家的利益。

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正在深刻地改
變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讓眾多國家意
識到過分依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對於
國家安全的巨大風險，所以全球產業布
局的重構有望加速，逆全球化之風將越
颳越猛。一旦法國大多數人接受了這些
理念，勒龐的上台或水到渠成，但這個
時間節點顯然不是2022年，2027年，勒
龐捲土重來也未可知。

法國大選的懸念是選舉政治的噱頭
周
德
武

世界

人權痼疾難消 青少年成主要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