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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羅（左）7日宣誓就職哥倫比亞總
統，成為該國首位左翼總統。 美聯社

▲馬爾克斯（中）成為哥倫比亞首
位黑人女副總統。 法新社

拉美多國向左
轉

佩特羅7日在首都波哥大玻利瓦爾
廣場宣誓就職。佩特羅的副手、40歲環
保及女權人士馬爾克斯亦成為哥倫比亞
首名黑人女副總統。西班牙國王費利佩
六世、厄瓜多爾總統拉索、阿根廷總統
費爾南德斯、智利總統博里奇等多國領
導人參加了總統宣誓就職儀式。就職典
禮現場還設置了配有音樂和大屏幕的舞
台，數以萬計支持佩特羅的市民湧入觀
看典禮。

批美國禁毒戰爭失敗
佩特羅7日在宣誓就職後的講話中

狠批美國失敗的毒品政策。他說： 「現
在是承認禁毒戰爭已經失敗，制定新的
國際公約的時候了。它在40年裏導致
100萬拉丁美洲人死亡，每年有7萬名北
美人死於藥物過量。毒品戰爭壯大了販
毒集團，削弱了國家。」

美國政府1971年發動毒品戰爭，
與哥倫比亞等國合作打擊毒品犯罪，以
防毒品流入美國。佩特羅認為，美國通
過往空氣中噴對人體有害的除草劑，試
圖阻止哥倫比亞農民種植古柯，但卻忽
視了古柯氾濫，根源是美國利用自由貿
易協定佔哥倫比亞的便宜，農民為謀生
計才大量耕種。

佩特羅表示將與武裝販毒團體進行
談判， 「如果我們改變禁毒政策，和平
是可能的。」 「海灣部落」 和 「民族解

放軍」 等哥倫比亞武裝販毒團體最近表
示，他們準備與佩特羅政府進行談判，
「海灣部落」 還表示將單方面停火。

恢復與委內瑞拉邦交
佩特羅表示，他將承認委內瑞拉馬

杜羅政府，恢復兩國外交關係，雙方會
在打擊邊境叛亂組織等問題上展開合
作。哥倫比亞前任總統杜克早前跟隨美
國反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導致哥委
兩國於2019年斷交。馬杜羅說，佩特
羅勝選說明哥倫比亞人民的意願被聽
到。

住在兩國邊境的居民迫切希望雙方
改善關係，帶來更多的商業和就業機
會。在佩特羅宣誓就職的幾個小時前，
在通往委內瑞拉的邊境大橋上，一群人
舉着哥倫比亞國旗，高喊着 「哥倫比亞
萬歲，委內瑞拉萬歲！」

哥倫比亞經濟不佳，5000萬人口
中有近40%生活貧困，11.7%的人失
業，該國7月通脹率達到10.21%。佩特
羅計劃增加對富人的稅收，取消企業稅
收減免，為社會支出提供資金。佩特羅
還承諾應對氣候變化，讓哥倫比亞過渡
為沒有煤炭和石油的經濟體，石油行業
目前佔該國合法出口的近50%。

不過，波哥大羅薩里奧大學政治學
家巴塞特說，佩特羅有雄心壯志，但同
時追求太多改革，可能會竹籃打水一場

空， 「他必須分清輕重緩急。」

或顛覆拉美與華府關係
佩特羅曾參加左翼游擊隊M-19，

1990年游擊隊解散後，佩特羅步入政
壇，擔任過國會議員、波哥大市長等職
務。今年3月，佩特羅被推舉為左翼競
選聯盟 「哥倫比亞歷史公約聯盟」 總統
候選人，於今年6月獲勝當選，成為該
國首位左翼總統。

國際危機組織拉丁美洲項目主任布
里斯科表示，佩特羅上台不僅會導致哥
倫比亞 「脫離華府的軌道」 ，而且有可
能加速美國在更廣泛的拉丁美洲地區的
影響力下降。

布里斯科指出，美國對拉丁美洲國
家的軍事和政治干預由來已久，尤其是
在冷戰期間大力鎮壓左翼運動。在哥倫
比亞，美國幾十年來一直在為軍隊提供
培訓和資金，而華府在該地區的禁毒政
策進一步助長暴力。 「美國投入了資
金，但哥倫比亞付出了代價。」

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等拉美國
家如今都是左翼或中左翼掌權。今年10
月，拉美大國巴西也將迎來總統大選，
最新民調顯示，前左翼總統盧拉的支持
度大幅領先現任總統博索納羅近20個百
分點。分析指出，如果盧拉順利當
選，拉美左翼勢力將進一步獲得鞏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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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道辦美洲峰會

美國6月主辦第九屆美洲國家峰會，卻宣
布因所謂 「民主問題」，拒絕邀請古巴、尼
加拉瓜和委內瑞拉三國領導人出席，引發拉
美多國不滿。墨西哥總統帶頭拒絕參會，危
地馬拉、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等國僅派低級
別代表團參會。

大肆干涉拉美內政

美國19世紀以來大力推行 「門羅主
義」，肆意干涉拉美內政，通過赤裸裸的武
裝干涉等手段推翻別國政府。如1989年直接
武裝入侵巴拿馬；1961年利用僱傭軍入侵古
巴吉隆灘；1965年打着美洲國家組織的旗號
干涉多米尼加內政；通過中央情報局干涉拉
美各國內政；利用經濟制裁脅迫拉美就範
等。

移民問題談不攏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揚言要驅趕非法移
民、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引起拉美國家
反感。民主黨人拜登就任後，雖然對移民問
題有所轉態，但與拉美各國始終未能達成共
識。墨西哥總統洛佩斯曾公開指責拜登政府
政策導致無證移民激增。美國副總統哈里斯
去年造訪危地馬拉時，向移民喊話
「不要來」，被當地民眾怒罵。來源：BBC

澳航人手緊缺 要求高管搬行李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
報》報道：哥倫比亞真相委員會
近期發布一份詳盡的調查報告，
指出該國從1958年到2016年的
殘酷內戰期間，共造成45萬人死
亡，將近原本數字的兩倍。該報
告並批評美國在哥倫比亞的政
策，指出華府對毒品走私的發起
的戰爭，對社會和環境造成災難
性的後果，讓貧窮的農民變成國
際敵人，讓原本肥沃的土地遭到
毒害。

哥倫比亞政府與左翼游擊組
織 「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
（FARC）鏖戰半世紀後，終於
在2016年6月23日簽署停火協
議，宣告內戰的終結。作為協議
的一部分，哥國政府委託真相委
員會，用了4年時間，採訪超過
1.4萬人，終於在今年6月28日公
布調查報告的一部分。該報告對
對內戰死亡人數作出全新的評

估：45萬人，將近原本數字的2
倍。

美國多年來為哥倫比亞軍方
提供培訓和資金，華府的禁毒政
策更進一步助長暴力。報告指，
美國多年來都知道哥倫比亞軍方
參與法外殺人，與準軍事組織勾
結，但仍不管不顧，繼續深化與
他們的合作。

在阿爾瓦羅．烏里韋擔任哥
倫比亞總統期間，該國軍方被指
殺害了數以千計的平民百姓，並
試圖將他們偽裝成為戰爭傷亡，
以顯示政府軍取得勝利。而在
2003年美國軍方呈給時任國防部
長拉姆斯菲爾德的備忘錄中，大
加讚賞烏里韋上台6個月內軍方
奪走543條人命，相比之下，上
一屆哥倫比亞政府在此前兩年只
殺了780人。該份文件的標題
為： 「近期對抗哥倫比亞FARC
取得的勝利」 。

哥國內戰58年
華府煽風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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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河流乾涸 露出二戰未爆彈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歐盟7
月中發布的報告顯示，超過半數歐盟成員
國面臨嚴峻乾旱危機，其中44%處於警告

（warning）階段，11%進入更嚴重的警
戒（alert）程度。

意大利母親河波河飽受乾旱侵襲，不
僅影響到沿岸農業生產，水位更低到令河
底的二戰未爆炸彈重見天日。7月25日，
意大利曼圖亞市北部村莊發現一枚重450
公斤的炸彈，裏面裝有240公斤炸藥。當
地3000名居民被緊急疏散，該地區的空域
被關閉，涉事水道、附近鐵路線和國道暫
停通行。陸軍官員納西上校說： 「由於乾
旱導致河水水位下降，漁民在波河岸邊發
現了這枚炸彈。」

法國將面臨今年夏天第四波熱浪，7
月的平均降雨不到10毫米。有史以來最嚴

重的乾旱導致100多個城鎮沒有足夠飲用
水。法國全國農民工會全國聯合會警告
說，乾旱導致糧草短缺，代表未來幾個月
牛奶也會跟着短缺。

全國2/3人口居住在海平面以下的荷
蘭，過去以抗洪治水工程聞名於世，如今
卻面臨史上少見的旱災。荷蘭政府3日宣
布一系列抗旱政策，力求保障溝渠系統、
飲用水和能源。

荷蘭政府成立的缺水應對小組MTW
表示，全國水位達到歷史低點，從荷蘭境
內出海的萊因河水量比往常少了50%。萊
因河下游的航運能力已減半，這段水路是
從荷蘭鹿特丹港運煤炭到德國的命脈。

▲意大利波河乾涸，軍隊從中撈出一枚二
戰時期的未爆彈。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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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衛報》報道：為應
對勞動力短缺，澳洲航空公司已要求高級
管理人員回到一線，在為期3個月時間內
幫忙搬行李。

澳航營運總監休斯在發給員工的內部
電郵中表示，澳洲面臨冬季流感與疫情疫
情高峰，加上勞動力市場持續緊縮，招募
人力成為整個航空業的一大挑戰。

澳航總部尋求至少100名經理、行政
主管等級員工主動加入一線裝卸行李的行
列，每周3天或5天，每天輪班4小時或6小
時。這項通知註明，申請加入者必須搬得
動重達32公斤的行李箱。

在新冠疫情期間，澳航裁去1600名行
李搬運工，將地勤服務外包給承包商。澳
洲聯邦法院裁定這一行為違法，澳航稱將
提出上訴。航空業重啟後，澳航出現人手
短缺、航班延誤、機場排長隊以及丟失旅
客行李等問題。

澳航本地和國際行政總裁戴維承認，
公司在重啟後應對不力，他表示已派遣
200名總部員工到機場幫忙。澳航準備通
過削減航班及僱用更多員工來解決這些問
題。

英國的航空業者同樣也面臨人力奇缺

的問題，其中倫敦希思羅機場連月來混亂
不堪，旅客大排長龍，行李堆積如山。希
思羅機場的一名工作人員日前表示，機場
的混亂讓他羞於在這裏工作。希思羅機場
為此設下旅客數量上限，在9月11日前每
天的乘客數不能超過10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