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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泰國國會明日大選，選
舉委員會預計，投票率將超過80％。有分
析認為，這次選舉可以說是希望維持現狀
和終結軍人執政兩大陣營的對戰。
目前的民調顯示，前總理他信所屬的為
泰黨遙遙領先其他政黨。他信的小女兒、
現年36歲的佩通坦是為泰黨的總理候選人
之一，在民調中也處於領先。受歡迎度僅
次於為泰黨的是另一反對黨、受年輕選民
追捧的前進黨。該黨的前身是曾要求限制
王室權力的未來前進黨，於2020年被法院
解散。

軍方政黨對決兩大反對黨
現任總理巴育所屬的泰國人團結建國黨
排名第三，執政聯盟中的國民力量黨則排
名靠後。但鑒於上議院由軍方主導，即便
為泰黨在下議院選舉中獲勝，也需要得到
軍方的支持才能順利推選總理。據報，今
次大選是軍方支持的政黨與兩大反對黨的
對決。反對黨的種子選手是為泰黨，為泰
黨提名了三名總理候選人，最受歡迎的是
佩通坦。
佩通坦是政治新人，曾在英國學習政治
學和酒店管理，2021年才步入政壇，擔任
為泰黨的包容和創新顧問委員會主席。她

同時也是 SC Asset 地產股東和Thaicom
Foundation基金會董事。去年3月，佩通坦
當選「為泰家族」領導人。
另一個人氣高漲的反對黨是曾經被解散

的未來前進黨，現在改名為前進黨。前進
黨也是各政黨中最激進的政黨，要求修改
泰國憲法、改革王室、取消冒犯君主罪、
對泰國進行民主改革。前進黨的總理候選
人是該黨主席皮塔。現年43歲的皮塔曾在
哈佛大學學習公共政策，還擁有麻省理工
大學的工商管理學位。
最新的民調顯示，泰國年輕群體對新政

黨新政治人物走上政治舞台抱有期待。如
果大選中出現「黑馬」，也勢必會顛覆泰
國政壇多年來的結構。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法
官裁定，禁止有執照經銷商向未滿21歲
者販售手槍的聯邦法律均屬違憲，還說
任何18歲以上的人都有這種權利。
弗吉尼亞州東區的聯邦地方法官潘恩

受理一宗由4名男子提出的訴訟，4人都
是年滿18歲、未滿21歲希望能買手槍
者。
現行聯邦法律禁止有執照的槍械經銷

商向未滿21歲者出售手槍，但父母可為
孩子購買手槍，孩子也可自行透過槍械
展覽會或向私人購買。同時，雖然美國
民眾未滿21歲不能從聯邦許可的經銷商
處購買手槍，卻可以購買步槍或霰彈
槍。

預防槍暴組織譴責判決
潘恩作出裁決時援引最高法院近期一

項擴大槍支擁有權的決定以及美國憲法
第二修正案，後者闡明「人民持有和攜
帶武器的權利不容侵犯。」
預防槍支暴力組織Everytown Law譴

責有關的判決時表示：「槍支不僅是美
國兒童和青少年的主要致死原因，研究
也顯示18至20歲的年輕人持槍殺人的比
率是21歲以上成年人的3倍，法院這項
判決無疑會將生命置於風險之中。」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富豪馬斯克周四
表示，已為旗下社媒Twitter聘請了新的
行政總裁（CEO），但未有公布新CEO
的身份，僅在Twitter發文稱「她」將於
大約6個星期後上任，暗示是女性。馬
斯克稱自己將轉任執行主席兼技術總監
（CTO），負責監督產品、軟件和系統操
作。《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稱，這
位即將上任的CEO是NBC環球廣告主
管亞卡里諾（圖），NBC環球其後指亞卡
里諾即時離職，消息獲得證實。
亞卡里諾在NBC環球任職12年，管

理員工數目約2,000人，曾參與公司串
流服務的開發。

馬斯克「找數」卸任CEO
馬斯克去年10月斥資440億美元（約

3,454 億港元）收購 Twitter，並出任
CEO。他曾表示完成收購的初期，需要
做大量工作重組公司，但之後會減少在
Twitter的時間。馬斯克之後發起線上投
票，讓網民決定他是否應該辭去CEO一
職，結果超過 1,750 萬 Twitter 用戶投
票，57.5%認為馬斯克應該卸任。

馬斯克將卸任Twitter CEO的消息傳
出，刺激同樣由他營運的電動車生產商
Tesla股價在周四收市大幅上升。

泰明大選 投票率料超80％ NBC環球廣告女主管成Twitter CEO

美禁向未滿21歲者賣手槍法例 被裁定違憲

◆部分選民早前提早投票。 資料圖片

現年20歲、不願透露真實姓名的勞森（譯音）於2019年11月在理工
大學附近參與暴動，一度因涉嫌暴動罪被捕，其後獲釋。前年3月，

勞森用一張朋友贈送的單程機票前往倫敦，然而他和父母都沒有BNO護
照，不符合英國當局所謂港人移居計劃要求，試圖留在英國的他只剩下申
請「政治庇護」一條路可走。

物價飆升積蓄易耗盡
統計顯示截至去年底，合共有160名港人正等待英國當局審批庇護申
請，是2020年底的兩倍多。庇護申請平均等待時間超過一年，更有可能
隨時被拒。在2020至2021年，13名港人在英申請庇護被拒，結果被遣返
或自願離開英國。其餘申請者幾乎都和勞森一樣被困在移民酒店內，不知
未來何去何從。
牛津大學移民調查中心高級研究員沃爾什表示，英國政府的BNO港人

移居計劃看似「超乎尋常的慷慨」，但對部分人而言，經濟上仍是難以負
擔，例如一名申請者必須證明擁有至少5,370英鎊（約5.3萬港元）資金，
用於繳納申請費、國民醫療服務（NHS）費用，以及滿足最低儲蓄要求。
真正移居英國後，當地物價節節攀升，積蓄容易耗盡，又或入不敷支。

恐被驅逐 精神壓力巨大
在英國的兩年間，勞森只能如被「踢皮球」一般，被迫在英格蘭和威爾

斯的庇護設施間來回搬遷，還不時遭到辱罵和虐待，讓他身心俱疲，承受
巨大精神壓力，「我想留在英國，但在英國的時光就是一場災難，我不知
道我能否獲得庇護，還是就此會被驅逐出境。」

英政府暗收緊BNO計劃
報道還引述統計稱，英國政府已在暗中收緊BNO港人移居計劃，申請

拒絕率從前年首季度的0.5%，增至去年年底的3%。至於申請政治庇護的
港人，申請被拒的概率約15%，他們根本無法提供證據，證明自己可能遭
受所謂「政治迫害」，只能繼續在漫長的等待中提心吊膽。
英國政府近年頻頻宣稱BNO移居計劃是「成功案例」，但在勞森等申

請庇護的黑暴分子眼中，昔日的美好願景在現實面前早已不復存在，「我
來到英國想獲得安全保障，但事實證明英國的難民庇護系統對於港人，乃
至對於所有人，恐怕都太過於不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前年推出英國

國民（海外）簽證（BNO）供港人移居

計劃，然而內外交困的英國本

就並非開啟新生活的理想之

地，對於並未持BNO簽

證、只能申請「政治庇

護」的黑暴分子，在英

國的生活更是舉步維

艱。《衛報》昨日報道

稱，一名赴英時年僅

18歲的暴青，如今已

困在英國的臨時安置

設施內兩年有餘，還隨

時可能被驅逐出境，他哀

嘆：「我在英國的時光就是

一場災難。」

香港文匯報訊 許多赴英申請「政治庇護」，
或是持BNO簽證入境卻沒有固定住所的香港黑
暴分子，只能臨時住在當地志願寄宿家庭的所
謂「安全屋」，或是政府安排的庇護酒店。
《衛報》報道稱，這些尋求庇護者經常受到房
東剝削，要求他們無償勞動換取住宿，甚至頻
繁遭到辱罵和身體虐待。

暴青被打傷送院
化名伊萬的暴青2020年11月抵達倫敦，因無

法提供任何行程計劃被拒絕入境，在機場的拘
留中心等足15個小時，才申請「政治庇護」並
被帶走。伊萬等尋求庇護者受訪時承認，他們
不論身處「安全屋」還是社區的庇護中心，都
被要求承擔煮食和打掃衞生等任務才能留宿，
日常行動還受到嚴密監視，幾乎不能離開安全
屋半步。被困3個多月後，伊萬才找到機會逃
離「安全屋」，遵照要求入住當局安排的酒
店，之後為申請庇護而等待了兩年多。

尋求庇護的暴青勞森（譯音）也曾入住「安
全屋」，卻與房東發生爭執。他回憶房東警告
他必須「服從」自己，還動手將他打傷，必須
住院治療。勞森現時還在多間庇護設施之間不
斷搬家，現時暫住的酒店員工多次擅自進入他
的房間，「我感到壓力很大，幾乎患上心理疾
病。」

香港文匯報訊 許多移居英國或在英尋求庇
護的港人都遇到不少心理問題，然而表面上
「敞開大門」的英國，卻幾乎未有向他們提供
任何心理支援或疏導。《衛報》報道，當地去
年5月一項針對移英港人的調查顯示，約四分
之一受訪者有焦慮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病徵，想要求醫卻處處碰壁，甚至被
告知要等待兩年才能接受治療。

英政府只關心富裕港人
化名塞弗里的移英港人正在等待英國國家醫

療服務（NHS）評估其疑似PTSD病徵，卻被
告知等候時間會長達兩年，「人們總覺得移英
港人都是富裕階層，事實並非如此，沒有人真

正關心我們。人權分子古德曼也稱，英國政府
多數只關心富裕的移英港人，低技術移民則被
當作負擔，「政府認為自己沒有義務為富裕人
群提供精神健康服務，適當的心理健康支援才
能幫助人們在英定居並融入社會，當局有些忽
視了這一點。」
倫敦國王學院的23歲學生科羅布斯（化名）
不符合英國國民（海外）簽證（BNO）申請資
格，須申請「政治庇護」才能留在英國。科羅
布斯稱她為此患上嚴重的焦慮症和抑鬱症，向
NHS求醫卻遙遙無期，「當我在倫敦街頭看到
那些持BNO簽證的人，我真的很生氣：為什麼
是我不得不尋求庇護？我沒有足夠的錢維持生
計，恐怕很快就會無家可歸。」

「安全屋」房東逼勞務換住宿

移英港人缺心理支援
求醫被告知等兩年

◆伊萬被要求承擔煮食和打掃衞生等任務才能
留宿「安全屋」。 網上圖片

◆◆離開香港的黑暴分子離開香港的黑暴分子，，在英國在英國
生活舉步維艱生活舉步維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化名勞森的港暴青在英化名勞森的港暴青在英
申請庇護申請庇護，，兩年間一直被兩年間一直被
當當「「人球人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化名伊萬的港暴青住在
「安全屋」期間曾被房東嚴
密監視。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