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沙重建須至少100億美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當地時間16日舉行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介紹加沙停火協議情況，
其間被兩名記者打斷，現場一片混亂。兩人批評美國的加沙政策偏幫以色列，指責布林肯與
以色列共謀實施 「種族滅絕」 ，其中巴勒斯坦裔獨立記者侯塞尼被警衛強行抱起並抬離現
場，記者會一度陷入尷尬。

▲支持巴勒斯坦民眾16日在紐約時報廣場遊行。 路透社

【大公報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15日就加
沙地帶停火及被扣押人員問題達成協
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6日舉行任內
最後一次記者會，試圖為其處理巴以衝
突長達15個月以來的努力辯護，並將
達成停火協議宣揚為拜登政府的 「外交
政策遺產」 。布林肯聲稱，有信心停火
協議於19日如期實施，還吹噓稱，拜
登政府在過去15個月付出了 「巨大的
努力、政治勇氣和妥協」 才能實現達成
了協議。記者會期間，兩名記者大聲指
責布林肯縱容以色列，是對巴勒斯坦人
實施種族滅絕的 「同謀」 ，兩人被帶離
現場，記者會一度中斷。

記者斥警衛「過度使用武力」
美國獨立新聞網站 「灰色地帶」 記者布盧門撒爾

首先提出質疑： 「當我們在5月達成協議時，你們為
什麼還要繼續轟炸（加沙）？」 「你們為什麼允許加
沙的家園被摧毀？」 據CNN此前報道，以色列去年曾
使用美製彈藥對加沙難民營發動空襲。現場工作人員
聞言要求他離開，他一邊往外走一邊喊道： 「你的繼
父是以色列說客，祖父是一位以色列說客，你是否受
到以色列影響？你為什麼允許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屠殺
（Holocaust）發生？你（布林肯）的遺產是種族滅
絕，這感覺如何？」 他在經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
時也對他說道： 「你也是」 。

巴勒斯坦裔獨立記者侯塞尼也因質問布林肯有關
加沙問題的立場，被警衛強拖離場。根據社交媒體平
台X上流傳的視頻，3名警衛圍在侯塞尼身邊，試圖將
他拖走。侯塞尼一隻手緊緊抓住桌子，批評布林肯：
「你在自以為是地對新聞自由說教！」 他表示，由於
米勒告知他不會回答自己的問題，他才會在國務卿的
記者會進行提問。布林肯回應稱，記者必須 「尊重流
程」 ，他會在講話結束後回答問題。警衛隨即用力將
侯塞尼從椅子上拽起，並將他抬起拖出簡報室。其
間，侯塞尼一度斥警衛粗暴對待自己，更大喊： 「從
國際特赦組織到聯合國國際法院（ICJ）的每個人，
都在說以色列正在進行種族滅絕，你卻告訴我要尊重
流程？」 他還稱： 「罪犯！你為什麼不在海牙（國際
刑事法院所在地）？」 侯塞尼事後在社交媒體X上表

示，他 「試圖提出一系列問題，卻被帶出去並帶上手
銬，這完全是過度使用武力。」

拜登政府人權「雙標」捱轟
由於拜登政府公認偏幫以色列，布林肯多次在

公開露面中受到抨擊。自此輪巴以衝突以來，已
有4.6萬巴勒斯坦民眾在以軍狂轟濫炸中死亡。
去年11月，國際刑事法院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
亞胡等人發出逮捕令，指控他們犯有反人類罪
和戰爭罪。以色列否認所有罪名。美國總統拜登
當時在聲明中譴責逮捕令，表示將始終與以色列
站在一起。

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RW）16日發布最新報
告，指控拜登政府在人權問題上表現出 「雙重標
準」 。報告指出，自本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拜登政
府向以色列提供了至少179億美元軍事援助，並批准
了100多筆武器銷售。與此同時，在以色列圍困導致
加沙出現饑荒危機之際，美國拒絕向聯合國巴勒斯坦
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提供資金。

另外，當地時間17日，以色列安全內閣經會議投
票，批准了加沙地帶停火和被扣押人員交換協議，並
建議政府批准協議。以色列全體內閣成員在周五稍後
將對加沙停火協議進行投票。內塔尼亞表示，預計哈
馬斯方面最快會在1月19日釋放人質。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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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布林肯為戰犯記者遭暴力拖離
美國務卿告別記者會 巴以問題立場被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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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聯社報道：美國太空探索技
術公司（SpaceX）新一代重型運載火箭 「星艦」 （Starship）
於當地時間16日進行第七次試飛失敗。火箭第一級助推器雖再
次實現 「筷子夾火箭」 回收，但第二級飛船於發射後不久失聯解
體，大量墜落的碎片迫使多架航班改道。

美國中部時間16日16時37分， 「星艦」 在位於美國得州博
卡奇卡的基地發射升空。發射約兩分鐘後，火箭第一級和第二級
成功分離，助推器按預定軌道返回發射塔後再次由機械臂精準回
收，但飛船在持續飛行約八分半鐘後與地面指揮中心失聯。隨
後，SpaceX在X發文證實稱，第二級飛船在上升期間經歷了
「快速、意外解體」 。SpaceX創始人馬斯克轉發了碎片拖着橙
色長尾劃過天空的熱門視頻並表示， 「成功是不確定的，但娛樂
性是有保證的！」 他還在另一篇帖文中稱，太空船的防火牆引擎
出現燃料洩漏。

不過， 「星艦」 解體後產生的碎片使佛羅里達州及周邊地
區部分的航班陷入混亂。據航行追蹤網站FlightRadar24顯示，
為避免被碎片擊中，數十架航班被迫降落其他機場、改變航線，
還有飛機因此延誤了約45分鐘。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將對事故展開調查，預計 「星
艦」 可能會被禁飛。 「星艦」 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級是長約70
米的 「超級重型」 助推器，第二級是 「星艦」 飛船，均可重複使
用，目標是將人和貨物送至地球軌道、月球乃至火星。 「星艦」
前3次試射皆以失敗告終，直至去年第四次試飛才成功。

▲SpaceX 「星艦」 太空船爆炸，殘骸在空
中變 「流星雨」 。 路透社


韓國公調處申請拘留尹錫悅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國高級公
職人員犯罪調查處（簡稱公調處）17日向首爾
西部地方法院申請對總統尹錫悅的拘留令，以
延長對其羈押時間，時長可達20天。

按照韓國法律，公調處在逮捕尹錫悅後，
只能拘留48小時進行審訊，期限已於當地時間
17日晚上9點05分到期。公調處表示，已於當
地時間17日下午5時40分以涉嫌 「帶頭發動內
亂、濫用職權」 為由，提請首爾西部地方法院
簽發尹錫悅的拘留令。延長拘留期限最多20
天。

公調處稱，提請法院拘留尹錫
悅考慮了其犯罪的嚴重性和再次犯
罪的風險。首爾西部地方法院將於
當地時間18日下午2點，對尹錫悅
的拘留令進行必要性審查。這是韓
國憲政史上首次對現任總統申請拘
留令。據悉，能否認定尹錫悅的嫌
疑以及對其潛逃、毀滅證據風險的
評估將成為法院是否簽發拘留令的
重要判斷標準。

尹錫悅律師稱，尹錫悅不會出
席法院有關拘留令的審查。韓媒

稱，因尹錫悅缺席，法院或對公調處的拘留申
請進行書面審查，或僅在檢察官和辯護人出席
的情況下進行審查。

1月15日，尹錫悅在被捕當天接受了公調
處的11個小時調查，但全程沒有開口，他此後
一直滯留在首爾拘留所，拒絕配合。尹錫悅16
日向法院提出拘留合法性審查申請，但其主張
當天被法院駁回。雖然公調處申請針對尹錫悅
的拘留令，但該處沒有起訴權，之後仍需要移
交檢察機關繼續對尹錫悅進行調查。

▲韓國警察17日首爾拘留所外看守。 美聯社

SpaceX星艦試飛爆炸 殘骸變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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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減少6%
•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
以色列空襲至少造成4.6萬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1萬
人受傷。加沙戰前人口約
為230萬，其中一半是兒
童。戰爭開始以來，當地
人口減少了6%。

住宅淪廢墟
•加沙約92%（436000套）
住房單元被摧毀或損壞，
80%的商業設施被摧毀或
損壞。

醫療系統瀕崩潰
•加沙只有50%的醫院部分
運作，加沙北部只剩一家
醫院仍在運作。

農業用地被毀
•據估計，目前所有農業用
地中有68%被毀。加沙北
部是受破壞最嚴重的地
區，超過四分之三的農業
用地被毀。

道路廣遭破壞
• 根據聯合國衛星中心
（UNOSAT）在2024年8
月提供的數據，加沙地帶
約有1190公里的道路被
毀，415公里的道路受到
嚴重影響，1440公里的道
路受到中度影響。68%的
道路網絡被破壞。

教育系統遭重創
•約88%的學校（即564所
學校中的496所）遭到破
壞或摧毀。聯合國人道主
義事務協調辦公室稱，至
少有503名教育人員遇
難，加沙所有大學建築均
被摧毀。

來源：半島電視台

▲美國務卿布林肯16日舉行任內最後一場記者會。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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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自新一輪巴
以衝突以來，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空襲導致大
面積建築被摧毀，加沙淪為數千萬噸瓦礫。據
世界衞生組織（WHO）16日評估，重建加沙
須至少100億美元（約780億港元）。

WHO初步評估顯示，在未來五到七年
內，重建加沙遭到破壞的衞生系統可能至少需
要100億美元。WHO駐巴勒斯坦領土代表皮
佩爾科恩表示，他的團隊初步估計，僅重建衞
生部門的費用 「頭一年半就需要30多億美元，
而五到七年的費用實際上需要100億美元」 。

此外，加沙的整體破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
水平，約88%的地區已成為廢墟，直接經濟損

失約為370億美元。加沙政府媒體辦公室透
露，以色列的侵略已造成加沙超過16萬棟房屋
被完全摧毀，另有約19.4萬棟建築物部分損
壞，約8.2萬棟房屋已無法居住。聯合國估
計，戰爭導致加沙散落着超過5000萬噸的瓦
礫，目前尚不清楚還有多少未爆炸的彈藥被埋
在廢墟中。

皮佩爾科恩表示，世衞組織隨時準備
「迅速擴大對加沙的支持」 ， 「但至關重要的
是，在加沙各地提供援助所面臨的重大安全和
政治障礙必須消除」 。他強調，加沙需要一個
快速、暢通無阻和安全的通道，以加快援助物
資進入和穿越加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