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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密歇根州最近爆
發多人感染的芽生菌病（blastomyco-
sis）疫情，州政府衞生當局上周五證
實，涉事比勒德紙廠確診21例，至少
1人死亡，另76人發病。這種真菌並
不常見且有致命風險，由於病例數量前
所未見，聯邦政府人員準備介入調查。

料近百人感染 1人死亡
紙廠料有近百人感染芽生菌，第一批

員工感染案例於2月28日通報，一名
外判工在確診芽生菌病之後死亡，有

12人已住院。目前所有病例均與這家
紙廠有關，包括員工、外判工、訪客，
業主已暫時關閉廠房。
北美洲偶爾會有芽生菌病的病例通

報 ，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及 預 防 中 心
（CDC）數據顯示，2019年全美通報
總計240例，密歇根州每年平均僅26
例。
CDC表示，發病患者近半吸入芽生

菌孢子之後出現病徵，起初症狀與呼吸
道疾病症狀相同，例如發燒、疲倦、咳
嗽、胸痛、肌肉疼痛，診斷不易。

潮濕泥土或木材樹葉腐壞的環境有利
芽生菌大量繁殖，人類感染芽生菌後，
從肺部往關節、骨骼、大腦、脊椎等身
體其他部位擴散，須處方抗真菌藥物治
療。
芽生菌病有可能致命，免疫系統衰弱

或未能早期診治者死亡風險特別高。
CDC統計，1990年至2010年全美共
1,216例芽生菌病相關死亡個案。
CDC上月通報威斯康星州多個社區

也有一波芽生菌感染，至少4人發病，
其中1人死亡，還有幾隻寵物中招。

美紙廠爆芽生菌疫情 擴散多個器官可奪命擴散多個器官可奪命

美前財長稱美「孤單」失全球影響力
中俄中東加深聯繫 經濟碎片化下美再非最優選擇

◆責任編輯：林輔賢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新墨西哥州日前發生
一宗平民遭警察誤殺悲劇，警方上周五公
布警員隨身攝錄機拍攝的片段顯示，3名涉
案警察事發前明明已察覺到可能找錯了出
事地址，依然將持槍應門的屋主射殺，引
發軒然大波。

明知擺烏龍仍開槍
事發於當地時間本月5日晚間，新墨西哥

州西北部城市法明頓警局接到一宗家暴警
報，派出3名警員調查。報案人提供的門牌
號碼為5308，然而警員卻錯誤找到街道斜

對面的5305。片段顯示一名警員敲門前，
還在問隨行同僚「不是5308嗎？」另一人
確認「這裏寫的是5305」。經總台確認正
確地址為5308後，還有一名警員嘲笑稱
「別告訴我們找錯地方了！」就在此時，
5305號屋主多森正好持槍應門（圖），警員
在慌亂中向他開槍，導致他當場死亡。
多森的妻子與年幼子女事發時也在屋

內，其妻不知開槍者是誰，混亂中拿起丈
夫的槍與警員駁火，她其後被制服，沒有
受傷。多森的女兒則致電報警，表示自己
聽到沉重敲門聲和槍聲，母親還在尖叫，

卻料不到射殺父親的正是出勤警員。法明
頓警察局局長赫伯承認，事件結局「悲慘
得令人難以置信」。3名涉案警員均被勒令
停職不停薪接受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成小
智 多倫多報道）公共運輸安全成
為加拿大各地最近密切關注問
題，多個主要城市多倫多、溫哥
華、卡爾加里、溫尼伯經常發生
乘客或員工遭到暴力襲擊，甚至
有人重傷不治。聯邦和各省市政
府相繼討論如何加強保護公共運
輸使用者，並且認同確保運輸系
統安全的重要性。全國運輸工會
力促成立國家運輸安全工作組，
由各級政府聯手解決問題癥結，
包括加重懲罰襲擊者、加強培訓
員工應對突發事故及防止流浪者
滋事。

多倫多乘客遇襲增46%
統計資料顯示全國每年發生超
過3,000宗公共汽車乘客或員工遇
襲事件，而且暴力事件在新冠肺
炎大流行後更趨嚴重，導致一些
乘客害怕乘搭公共汽車，亦有部
分從業員為了人身安全考慮離
職。多地政府同意公共運輸系統
暴力襲擊叢生是一個社會問題，
當局經調查後發現不少無家可歸
者、邊緣青少年、吸毒者、精神
病患者和失業者經常因得不到社
會支援而在車站流連，他們很容
易在走投無路的絕境下鋌而走
險。
全國最大城市多倫多過去半年
接連發生公共運輸暴力事件，多

倫多公車局公布去年發生1,068宗
針對乘客的暴力事件，較2021年
激增46%。公車局指出地鐵站發
生最多暴力襲擊，包括襲擊者縱
火、毆打、用刀刺傷、搶劫、盜
竊、騷擾、發射氣槍或聯群結隊
襲擊乘客和員工。從今年1月開
始，公車局已經在地鐵車站或巴
士總站增派保安人員和社區安全
大使，而且警方亦在各處部署更
多警員巡邏。
聯合運輸工會指出暴力襲擊在

全國廣泛發生，確實到達了危機
級別，工會呼籲各級政府加快保
護乘客和運輸業員工的安全。總
理杜魯多保證聯邦政府將繼續與
各省市合作確保國民安全，加強
對抗罪惡的力量。聯合運輸工會
力促公共運輸機構提高安全問題
的透明度，並且提供額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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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比勒德紙廠確診涉事比勒德紙廠確診2121例芽生菌例芽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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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涉及多宗謀殺及綁架等
罪、被判終身監禁的印度人民院前議員阿
提克，上周六前往北方邦醫院接受身體檢
查途中受訪，期間他與弟弟阿什拉夫雙雙
被借意靠近的假冒記者槍殺，三名疑兇或
有反穆斯林背景，北方邦政府下令徹查，
禁止大型集會。

20年來捲入逾百宗謀殺勒索案
阿提克與阿什拉夫早前涉及一宗謀殺

案，他們上周六晚被鎖上手銬由警方押解
往北方邦安拉阿巴德一間醫院，期間有記

者上前問阿提克會否出席早前在警匪槍戰
中喪生兒子的喪禮，突然一名男子向阿提
克左邊太陽穴位置開槍（圖），阿提克與阿
什拉夫隨即倒地。槍手繼續向兩人身體不
斷開槍，現場傳媒慌忙走避，其間傳出至
少十多下槍聲，兩人當場身亡。事發時電
視台正直播他們前往醫院，意外直擊兩兄
弟遇害。
警方指3名被捕疑兇為假冒記者，事件中

有一名警員及一名記者受傷。
60歲的阿提克早在1979年已被控謀殺，

隨後多年在政壇打滾，2004至2009年做過

一屆印度聯邦議會人民院的議員，近20年
捲入超過100宗謀殺、勒索等案件，上月因
為綁架罪成被判終身監禁。阿什拉夫亦曾
當選地方議員。

印度前議員兄弟 直播中遭假冒記者槍殺

◆地鐵站經常發生暴力襲擊，乘
客必須加強警惕。 成小智攝

薩默斯是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曾於前總
統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財長，卸任後

出任哈佛大學校長5年，在前總統奧巴馬
政府時期還執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薩
默斯上周五在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間隙，接受
彭博通訊社訪問，他稱訪談關鍵詞為「碎
片化」，即美國及其盟友試圖對華「脫
鈎」重塑供應鏈，遠離其他戰略競爭對
手，間接衝擊全球化經濟。

中國促成沙伊復交成美挑戰
薩默斯指出，美國競爭對手之間關係深
化，預示美方料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會遇到

重大問題。
例如，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和石油輸出

國組織及盟國（OPEC+）的成員聯合決定
減產原油，就讓歐美多國應對通脹的鬥爭
更為複雜，中東地區國家與中俄關係加
深，包括中國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關
係，對美國都象徵着巨大挑戰。

「美國『碎片』可能不是最好」
提及自己過往經歷，薩默斯也頗為感

慨，「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曾告訴
我，我們從中國那裏得到的是一座機場，
從美國這裏得到的卻只是一場講座。」他
認為在當今世界，人們會愈來愈接受碎片

化，「更令人不安的事實是，人們愈發意
識到，我們（指美國）的『碎片』可能不
是最好的。」
彭博通訊社提到，就在薩默斯在華盛頓

參加春季會議之際，巴西總統盧拉正率領
規模龐大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在此之前，
沙特與伊朗這對伊斯蘭世界的「宿敵」在
北京對話並達成雙邊協議，同意恢復外交
關係，中東多國之間的外交也陸續取得進
展，地緣政治局勢有所緩和。還有分析指
OPEC+本月初的減產決定，出乎美國等發
達國家意料，或也體現沙特等國家不像以
往那樣，傾向於將自身經濟利益，置於支
持美國利益之下。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前日受訪時稱，

有「令人不安」的跡象表明，美國正失去全球影響

力，變得愈來愈「孤單」。薩默斯稱，由於中國、俄

羅斯與中東國家等加深聯繫，協調一致逐步取信於全

球各國，全球經濟或會出現「碎片化」，美國則未必

再是他國看來的「最優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
訪談中，還提到美元霸權的前景亦備受
衝擊。薩默斯認為，以美元為中心的國
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如果日後
無法在全球範圍內發揮強有力作用，就
會帶來嚴重的挑戰，亦不排除有新的方
案浮面，將其取而代之。

「聯儲局要認真反省」
薩默斯本月初已經警告稱，美國的經
濟持續疲弱，衰退風險正在上升，「我
們感到美國信貸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緊
縮。我認為聯儲局面臨着非常困難的決
定，很多風險是雙向的，這都是經濟過

熱的後果。」
薩默斯強調，聯儲局的內部模型並未

預測到前年開始的通脹持續飆升，也沒
有發覺近期銀行系統出現的風險，「聯
儲局要進行一些認真的反省。在過去兩
年半，聯儲局一切照舊的做法並不成
功。」
分析指出，受俄烏衝突和美西方對俄

制裁等因素影響，「去美元化」趨勢在
全球範圍內流行，包括人民幣等其他貨
幣的國際化進程隨之加快。巴西總統盧
拉日前訪問中國時就提到，為什麼全世
界都要用美元？認為金磚國家之間的貿
易和貸款等，日後亦可嘗試使用自己的
貨幣。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
研究所」（IISS）亞洲事務主任克拉布
特里前日在《金融時報》刊文稱，西方
國家計劃將供應鏈與中國「脫鈎」，但
實際難度超乎想像。克拉布特里認為，
亞洲國家將中國視為未來的發展核心，
希望與中國加強貿易，西方國家試圖利
用這些國家作為中國的替代選擇，反而
無法成事。
克拉布特里指出，部分企業試圖將生

產線從中國轉移，改為設在西方國家的
地緣政治夥伴，或是傳統的地緣政治中
立國。然而到目前為止，所謂「脫鈎」才
剛剛開始，多數行業從業者都在觀望，
還未採取實際行動。多數跨國企業經常

談論的反而是「中國+1」戰略，即繼續在
中國投資設廠，同時選擇另一個生產基
地作為風險對沖。
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近年發展

迅速，克拉布特里據此分析稱，許多東
盟國家承接西方企業的生產線後，對於
產品原材料和零部件需求激增，反而會
更積極與中國貿易，而非如部分發達國
家政客想像的一般倒向西方。伴隨中國
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影響力日增，類似
的情況相信會愈來愈多。
克拉布特里最後表示，現時全球化貿

易結構複雜、國與國之間聯繫緊密，
「即使發達國家想部分減少對華經濟依
賴，也可能較看上去要困難得多。」

談美元霸權迎挑戰
批聯儲局未預見通脹飆升銀行危機

《金融時報》：西方低估對華「脫鈎」難度
◆中國促成沙伊恢復外交成美國巨大挑戰。圖
為伊朗民眾關注復交消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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