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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澳洲廣播公司、天
空新聞報道：當地時間5日晚，阿聯酋阿
提哈德航空一架從澳洲墨爾本飛往阿布扎
比的波音客機在起飛時起落架冒煙，兩個
輪胎爆胎。飛機緊急煞車停飛，機上289
名乘客均安全疏散，沒有傷亡報告。

這架波音787-9夢想客機於當地時間
晚上6點15分左右，在墨爾本機場準備起
飛，飛機在跑道上以接近300公里的時速
滑行時，兩個輪胎當場爆胎。據機上乘客
回憶，飛機的起落架在起飛過程中 「明顯
着火」 ，導致機師緊急煞車中止起飛。

事故發生後，消防車緊急趕往現場向
起落架噴灑泡沫，阿提哈德航空表示，
「這是高速中斷起飛後的例行預防措
施」 。據介紹，該航班通常提供轉機服
務，事故導致許多乘客錯過了後續航班的
銜接。

墨爾本機場表示，由於飛機輪胎嚴重
受損，飛機無法被拖離跑道，相關部門將
在事故現場對飛機進行維修，該條跑道則
暫時關閉。由於該機場當晚只剩下一條跑
道用於其他班機的降落和起飛，這起事故
造成墨爾本機場航班出現長時間延誤。

阿聯酋一客機起飛時爆胎起火


馬斯克被指干涉歐洲內政捱轟

【大公報訊】綜合NBC、《華
盛頓郵報》報道：美國路易斯安那
州新奧爾良市1日凌晨發生汽車衝撞
人群恐襲，造成15人死亡。美國聯
邦調查局（FBI）5日表示，疑犯賈
巴爾在施襲前曾多次使用Meta智能
眼鏡拍攝案發地點的街景 「踩
點」 。

FBI披露，疑犯賈巴爾於去年
10月和11月至少兩次前往新奧爾
良，騎單車經過案發現場時使用
Meta智能眼鏡錄製視頻。FBI發布
的視頻顯示，賈巴爾曾佩戴Meta眼
鏡照鏡子，可能是在測試眼鏡。

負責此案的FBI特工米希爾指
出，這款智能眼鏡外觀與普通眼鏡
無異，但可用於錄製視頻、拍攝照
片，並具備直播功能。據悉，儘管
賈巴爾在襲擊時也戴了該眼鏡，但
其直播功能並未開啟，也沒有證據
顯示他在襲擊過程中記錄了相關畫
面。

據警方報告，賈巴爾駕駛一輛
租來的小貨車繞過路障，沿着繁忙
的波旁街高速行駛，造成15人死
亡、至少35人受傷，最後在與警方
的槍戰中喪命。賈巴爾是美國公
民，曾在陸軍服役，被認定為 「獨
狼式」 襲擊者。調查發現，賈巴爾
曾在去年夏天前往埃及開羅，並在
加拿大安大略省短暫停留。目前尚

無法確認這些行程與本次恐襲之間
的關聯。

調查還顯示，賈巴爾車內有遠
程遙控裝置，本有意引爆他事先放
於事發地的2枚自製炸彈，但未成
功。1日凌晨5時左右，賈巴爾在案
發現場附近的出租屋起火，消防人
員進入後發現屋內多處放置了助燃
劑，目的是燒毀整棟房子以毀滅犯
罪證據。

美恐嫌施襲前戴Meta眼鏡踩點

▲賈巴爾的Meta眼鏡在新奧爾良街
頭拍攝的視頻畫面。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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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公調處6日表示，已致
函警察廳國家調查本部，將執行逮捕尹
錫悅的任務移交給警方，以便更加迅速
高效地執行程序。但移交任務後，公調
處仍將繼續進行對尹錫悅的調查。

公調處申請延長逮捕令
韓國警察廳國家調查本部當天回應

稱，經過內部 「法理考量」 ，認為公調
處發送的公文 「存在法律缺陷」 ，警方
難以遵從，又稱6日當天抓捕尹錫悅存在
「現實困難」 。韓聯社稱，這實際上拒
絕了公調處的委託。

知情人士透露，公調處此舉在警方
內部引發不滿。在警方看來，執行逮捕
令的主體應為公調處的檢察官，警方派
出刑警進行協助，公調處在逮捕令即將
到期時將燙手山芋丟給警方是在卸責。

尹錫悅方面表示，公調處向警方移
交逮捕令執行任務是又一 「非法行
為」 ，並向檢察機關舉報了 「共同調查
本部」 執行逮捕令的11人，包括公調處
處長吳東運、代行警察廳廳長職權的次
長李昊榮、代行國防部長官職權的次官
金善鎬等。

公調處6日晚發表聲明稱，已向首爾
西部地方法院提交延長尹錫悅逮捕令有
效期的申請，但並未說明逮捕令有效期
具體延長多久。

公調處上月31日向法院申請逮捕令
獲批，於本月3日前往位於首爾龍山區漢
南洞的總統官邸，對尹錫悅執行逮捕

令，但遭到由總統警衛處強硬阻攔。經
過逾5個小時的對峙，公調處宣布暫停執
行逮捕令。

韓媒注意到，為防止執法人員再次
執行逮捕令，總統警衛處6日再次加強戒
備。警衛人員在總統官邸周邊道路停放
多輛巴士，構築屏障，防止大量人員同
時湧入；還在總統官邸的外牆單獨設置
了帶刺的鐵絲網，以封鎖道路。韓媒
稱，這一舉措為尹錫悅構建了多重防禦
屏障，總統官邸堪稱 「固若金湯」 。

示威者批公調處「無能」
6日早上，大批韓國民眾和市民團體

再次前往總統官邸附近舉行抗議活動，
與尹錫悅的支持者在大雪中對峙。據非
正式統計，約1.2萬名尹錫悅支持者在官
邸前高喊 「反對彈劾」 。約1萬名抗議者
也在附近示威，要求立即逮捕尹錫悅。

由於公調處未能在逮捕令有效期內
成功逮捕尹錫悅，有示威組織成員在抗
議現場公開指責公調處 「無能」 ， 「即
使有法院逮捕令，也只嘗試進行了一次
逮捕」 。

韓媒指出，公調處作為反腐機構，
一直以來力量相對薄弱，甚至被外界批
評 「成立以來一事無成」 。緊急戒嚴令
風波發生以來，公調處以 「調查濫用職
權過程中發現線索」 為由，堅持主導
「內亂調查」 ， 「是想證明自己的存在
價值」 。公調處3日執行逮捕行動失敗
後，被披露曾拒絕警方逮捕總統警衛處
負責人的要求，被外界質疑 「公調處是
不是缺乏調查總統的力量和意志」 。

執政黨民調逐漸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民調機構

Realmeter於6日發布的一項最新民調結
果顯示，執政黨國民力量黨支持率較上
一次調查上升3.8%至34.4%，恢復至上
月3日戒嚴令風波前的水平。最大在野黨
共同民主黨支持率較上一次調查下降
0.6%至45.2%。兩黨支持率連續三周一
升一降，差距縮小至10.8%。

有 「親尹派」 人士認為，韓國憲法
法院的判決往往受輿論影響，若尹錫悅
的民調持續上升，彈劾案被大法官駁回
並非不可能。 （綜合報道）

針對韓國總統尹錫悅的逮捕令
6日午夜到期。韓國高級公職人員
犯罪調查處（公調處）當天上午宣
布將逮捕尹錫悅的任務移交警方，
但警方隨後稱公調處發送的公文
「存在法律缺陷」 ，難以遵從。公
調處還表示，將向法院申請延長逮
捕令。與此同時，韓國總統警衛處
不斷加強戒備，在總統官邸外設置
帶刺的鐵絲網，又用多輛巴士築起
屏障，防止執法人員進入。

韓總統官邸擺巴士陣設鐵絲網
尹錫悅逮捕令到期 公調處警方互相卸責

▲示威者在總統官邸附近集會，要求逮捕
尹錫悅。 美聯社

逮捕尹錫悅
為何這樣難？

▶韓國總統官邸入口處已加設鐵絲網。
路透社

▼韓國總統官邸外大擺 「巴士陣」 。法新社

▶示威者冒着大雪在總統官邸外搭建帳
篷。 美聯社

公調處力量薄弱
•韓媒報道稱，公調處作為反
腐機構，一直以來力量相對
薄弱，甚至被外界批評 「成
立以來一事無成」。公調處
本月3日執行逮捕令時，曾
拒絕警方逮捕總統警衛處負
責人的要求，被外界質疑
「公調處是不是缺乏調查總
統的力量和意志」。

▶一名示威者
高舉寫着 「逮
捕尹錫悅」的
標語。

美聯社

總統警衛處效忠尹錫悅
•韓國專家表示，總統警衛處
阻攔逮捕，可能是出於對尹
錫悅的忠誠，也可能是出於
「對其法律和憲法角色的錯
誤理解」。由於尹錫悅已被
停職，總統警衛處本應聽從
代總統崔相穆的指示，但預
計 「沒有得到崔相穆的指
示，或是拒絕了崔相穆的命
令」。

•由於總統警衛處處長朴鐘俊
去年9月由尹錫悅任命，有
輿論認為，總統警衛處 「無
條件效忠」的是尹錫悅，而
非總統府， 「尹錫悅可能已
經培養了一批強硬派忠實分
子，為這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做準備」。

公調處與警方互相卸責
•公調處6日將尹錫悅逮捕令
的執行工作移交給警方，並
向法院申請延長逮捕令的有
效期。但韓國警察廳國家偵
查本部當天稱，公調處的相
關委託公文存在法律上的問
題。韓媒評論認為，這意味
着警方事實上拒絕了執行該
逮捕令。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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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衛
報》報道：美國億萬富翁馬斯克日前在其
社媒平台X上發布一系列帖文，聲援德
國、英國、意大利等國的極右翼政治力
量，被指干涉歐洲內政，甚至擾亂德國大
選，引來歐洲多國領導人及官員齊聲批
評。

馬斯克日前在X平台發布大量英國相
關帖文，批評英國右翼改革黨黨魁法拉奇
無能， 「沒有能力」 領導英國改革黨，並
稱其應該辭職。他還要求英國政府釋放一
名極右翼罪犯，稱首相斯塔默擔任總檢察
長期間未能追捕性侵兒童團夥，他甚至支

持英王查爾斯三世解散議會、罷免現任工
黨政府。

斯塔默6日回擊馬斯克稱，關於兒童
性剝削的網絡辯論是 「建立在謊言基礎上
的」 ，政客們 「為了吸引眼球」 而爭相加
入。此外，英國自由民主黨領袖戴維也批
評馬斯克 「顯然對英國一無所知，卻在干
涉英國內政」 。

另外，馬斯克近日在X上聲援德國、
英國、意大利等國的極右翼政治力量。法
國總統馬克龍5日也不點名批評道： 「十
年前，誰會想到全球最大社交網絡之一的
擁有者會支持新的國際反動主義運動，並

直接介入選舉，包括德國的選舉。」 法國
外長巴羅則指，馬斯克這在某種程度上擾
亂了德國近期將舉行的選舉。挪威首相斯
托爾也表示，一個擁有龐大社交媒體和經
濟資源的人，竟然如此直接地介入其他國
家的內政，這令人擔憂。他還警告，若馬
斯克參與挪威政治，該國政客應與其保持
距離。

德國下月舉行聯邦議會選舉，確定
新總理人選。馬斯克近期公開表示支持德
國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另有
報道指馬斯克將於1月9日與該黨主席魏
德爾進行視頻連線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