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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5日早上8時30分，佐治亞州埃
默里警局和亞特蘭大警局請求公共安全部協
助，驅散位於亞特蘭大的私立埃默里大學內的
反戰示威者。

現場視頻顯示，警察使用索帶、催淚瓦
斯、電擊槍、橡膠子彈來逮捕示威者，至少有
一名示威者被警察電擊。

霍士新聞拍攝的一段視頻顯示，3名佐治亞
州巡邏警察在逮捕一名示威者的過程中，將其

壓倒在地，同時使用電擊槍不斷電擊該示威
者。根據警方隨後發布的聲明， 「警官們使用
電擊槍對目標的腹部進行了5.2秒的電擊，但目
標繼續積極抵抗。警官們又對目標的右大腿進
行了5.4秒的電擊，最終將目標逮捕」 。

示威者試圖逃跑時，警察開始撲向部分
人，並釋放刺激性催淚彈。現場警察佩戴防毒
面具，同時制服了示威者，並在廣場上使用索
帶制服部分示威者。

俄亥俄州立大學：傳屋頂現狙擊手
當地時間25日，數百名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生、教師和俄亥俄

阿拉伯社區成員集會進行反戰示威，並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生會
大樓外搭起帳篷。

當日時間23時左右，包括俄亥俄州高速公路巡邏隊在內的數
十名警察包圍了數百名示威者，試圖驅散人群，否則將以非法侵
入罪逮捕。警方隨後在現場逮捕了十幾名示威者。

多名學生和示威者報告稱，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生會大樓樓
頂上發現了疑似警方狙擊手的身影。這些視頻和照片在社交媒體
迅速傳播開來，引發質疑與恐慌。俄亥俄州立大學發言人後來向
當地媒體闢謠，稱學生會大樓樓頂上的身影不是狙擊手，而是設
立觀察點的州警。截至26日上午，有關方尚未公布被逮捕者的人
數，但大學發言人表示，被捕者被指控犯有非法侵入罪。

大公報整理

@BashirAhBashir：

這種事在美國、英國、法國
發生就沒問題，一旦在別的
國家發生就成了 「嚴重侵犯
人權」 。

網友評論

@ShahidMursaleen：

這是對手無寸鐵的無辜學生
和教授實施的暴行。美國政
府在人權和言論自由問題上
公然暴露了其雙標和虛偽。

@laadrinana：

這讓人想起以色列士兵對巴
勒斯坦婦孺實施的數百起殘
暴場面。

@roflghostrider：

美國的言論自由是個笑話。

@aoakhi：

這（鐵腕鎮壓）就是美國的
「終極民主」 。

@Art1249：

這是上世紀越戰期間反戰遊
行的歷史重演，美國政府與
自己的人民開戰！

得克薩斯大學：騎警壓陣
當地時間24日下午1時，包括校園警察和得克薩斯州公共

安全部士兵在內的執法人員，衝入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校
園內，驅散和平集會的反戰示威者。全副武裝、手持警棍與防
暴盾的警員結成方陣，與示威者爆發衝突。當日有57人在學校
校園內被捕，包括霍士新聞的一名攝影師。

警方清場期間，派出了至少七名騎警與示威人群對峙。媒
體發布的視頻顯示，人高馬大的騎警面朝示威者人群步步逼
近，而步行的警員方陣緊隨其後。

得州《休斯敦紀事報》稱，在一個經常有學生集會的公共
校園裏，出現包括騎警在內對示威進行清場，場面 「非同尋
常」 。得州公共安全部門發言人稱，該部門根據得州州長阿博
特的指示應對示威活動， 「逮捕任何參與任何形式犯罪活動
（包括非法入侵）的人」 。

美警衝入校園
槍口對準學生

埃默里大學：電擊槍催淚彈齊發

▲網絡流傳圖片聲稱拍到疑似
警方狙擊手的身影。 網絡圖片

▶埃默里大
學內，亞特
蘭大警察使
用電擊槍對
付示威者。

網絡圖片

南加州大學

埃默里大學

▲洛杉磯警察手持
防暴槍，在南加州大學對準手
無寸鐵的示威人群。 網絡圖片

面對和平反戰示威的大學生，美國警察如臨大敵，

使用棍棒、防暴槍、電擊槍等裝備，甚至派出騎

警，衝入校園驅散人群清場，期間，學生和教職員先後

遭到警察毆打和拘捕。美國自稱 「人權衛士」，而美國

警察鐵腕在大學校園內進行清場，讓手無寸鐵的反戰

人士遭警察毆打甚至電擊，其虛偽與雙標本質暴露

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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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大學：防暴槍瞄準學生
當地時間24日下午5點10分左右，攜帶

綠色防暴槍、索帶和警棍的洛杉磯警察，
進入南加州大學校園，當時現場所有抗議
活動是和平的。洛杉磯警察局聲稱，南加
州大學管理部門命令他們以 「非法入侵」
為由，逮捕校內校友公園（Alumni
Park）內的 「所有人」 ，包括學生。當天
至少有50名南加州大學學生被捕。

《洛杉磯時報》拍攝的視頻顯示，洛
杉磯警察用綠色防暴槍瞄準了

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視頻內，洛杉磯警察使用的一種名為
40mm低致命性發射器的防暴槍，可以超過
每小時320公里的速度，發射大約相當於迷
你汽水罐大小的硬海綿彈，旨在壓制目標。
在美國5個最大的警局中，只有休斯敦和洛
杉磯警察局為巡邏人員配備了這種武器。

根據使用指引，當疑犯對警察或他人安
全構成 「直接威脅」 時，方可使用其作為
「合理」 武力選擇。該防暴槍不得用於攻擊
頭、頸、面、眼睛或脊柱等部位射擊，以免
可能造成致命傷害。





誰應該面紅？
香港近日迎來強降雨天氣，

許多商場因配合 「走塑」 而不再
提供塑膠雨傘袋，改為在門口安
裝雨傘除水器，但畢竟沒有雨傘
袋好用，因此地面仍被雨水濺
濕，清潔工人為擦乾地面忙個不
停。有市民擔心增加滑倒受傷的
風險，並不是毫無理由。

市 民 適 應 新 例 需 要 一 段 時
間，目前還有不少人不會或不習
慣使用除水器，在黃雨天氣下相
當狼狽。商場的地面不同於街
道，很多是瓷磚鋪就，有雨水就
打滑，長者和小朋友最高危。有
大律師指出，商場有責任管理場
地安全，如果有人在商場內跌倒
受傷，商場需負起主要責任。就
算安裝了除水器，但如果有證據
證明跌倒因場地所致，商場很大
機會要作出賠償。

大商場還好些，一般屋邨商
場未必有條件安裝除水器，而屋
邨長者數量最多，雨天進商場可
謂步步驚心。

環保的理念應該支持，但凡
事須適度，過猶不及。畢竟，人
們生活在 「塵世」 而不是真空，

故任何政策措施都要務實求真，
要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要以便
民及安全作為主要考量。若不顧
客觀現實一味盲幹，那就不是環
保，而是變成擾民。

塑 膠 因 為 其 難 以 降 解 的 特
性，被一些環保人士視為 「死
敵」 ，亟欲去之而後快。但可以
肯定的是，在人類找到更好的替
代物、或者未完全改變觀念之
前，塑膠仍會長期存在。希望一
招 「走塑」 就能同塑膠徹底說拜
拜，並不現實。

有人說，搞環保應該 「迎難
而上」 ；也有人說，遇到困難就
叫停者應 「面紅」 。聽起來大義
凜然，其實都是不食人間煙火，
不了解實際民生疾苦，是將個人
理想強加到其他人身上。這樣的
人，才應該 「面紅」 。

最純粹的環保，就是完全停
止工業化生產，回到刀耕火種的
原始社會。然而，這有可能嗎？

實事求是，充分考慮現實條
件和承受能力，做好準備、循序
漸進，才不會適得其反，才能把
好事辦好。

風吹雨打無所懼 自強不息快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會見美

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中方樂見一個自
信開放、繁榮發展的美國，希望美方也
能積極正面看待中國的發展。這個根本
問題解決了， 「第一顆紐扣扣好了」 ，
中美關係才會真正穩下去、好起來、向
前走。習主席強調，兩國應該做夥伴，
而不是當對手；應該彼此成就，而不是
互相傷害；應該求同存異，而不是惡性
競爭；應該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說
一套、做一套。 「四應」 和 「四不」 既
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也是中美關係走
向未來的指引。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
邊關係，中美雙方加強對話、管控分
歧、推進合作，不僅是兩國人民的願
望，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中美關
係近年齟齬不斷，最根本原因就是美國
出於霸權思維，未能正確看待中國的發
展，視中國為最大對手，為遏制中國發
展無所不用其極。包括：在經濟上鼓吹
「脫鈎」 、 「斷鏈」 、 「去風險化」 ；

在外交上拉幫結夥，慫慂一些與中國有
領土爭議的國家搞對抗；全力打壓中國
的高科技企業，企圖將中國永遠鎖定在
低價值生產鏈上；在貿易上，美國的對
華關稅壁壘越建越高，最近又因為眼紅

中國在電動汽車等領域後來居上，炮製
所謂 「中國產能過剩論」 ，揮舞起 「反
傾銷」 的大棒。

「人權問題」 、 「台灣問題」 也是
美國遏制中國的常用 「武器」 ，美國不
斷增加對台售武，為 「台獨」 撐腰打
氣，連潔白的新疆棉花也未能倖免。香
港問題同樣是美國遏華的一張牌，前些
年香港風雨不休，美國是最大的黑手。
正在法庭審訊的黎智英一案，從證人供
詞到如山的證據，彰顯美國與反中亂港
勢力的勾結之頻，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
的介入之深。所謂 「攬炒」 ，就是內外
勢力為在香港實現 「顏色革命」 的圖
謀，不惜徹底摧毀七百多萬港人的共同
家園。落實香港國安法及特區政府完成
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打殘
了反中亂港勢力，打斷了美國等外部勢
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美夢，但也因此
招致其瘋狂抹黑。

近日，美國出動警察鎮壓反戰的美
國大學生、抓捕記者，也給港人上了
「生動的一課」 。讓大家看清楚美國在
國際關係上立場先行，顛倒是非，毫無
公義可言。特別是那些美國政客，當年
將香港的暴徒奉為所謂 「自由鬥士」 ，
現在卻呼籲軍警進入美國校園鎮壓反戰

學生，完全是雙重標準。美國所謂 「捍
衛言論自由和人權」 的虛偽性再次大暴
露，被吹捧的 「自由燈塔」 轟然倒地。

當然，國際關係是錯綜複雜的，中
美關係也呈現多面性。中國的經濟體量
大，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無可替代，
在很多問題上沒有中國的參與就 「玩不
轉」 。換言之，美國在不少方面有求於
中國，造成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性、兩
面性，出爾反爾，也就是 「說一套、做
一套」 ，一邊與中國談 「合作」 、 「溝
通」 、 「避免誤判」 ，一邊對中國 「下
毒手」 。這樣的 「兩面性」 ，也體現在
美國對港政策上。鬥爭與合作，將是中
美關係的常態，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
難以置身事外。

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
念，真心希望中美關係穩下來、向前
走，但美國願意與中國相向而行，互相
成就嗎？歷史是現實的鏡子，我們爭取
合作，但不能將希望寄託在別人的善意
上，最重要的還是自強不息、奮力攀
登。香港要抓住國家高質量發展、新質
生產力不斷形成的機遇，全力拚經濟、
全速謀發展。有國家做靠山，香港無懼
風吹雨打。而在事關國家安全的大是大
非問題上，永遠與祖國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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