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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以軍先後大舉攻擊加沙北部地區及南部
大城市汗尤尼斯，不斷下令加沙居民撤離往南部，導致大
量居民湧入南部接壤埃及的小鎮拉法。聯合國警告稱，在
加沙地帶220萬人口中，估計約半數居民湧至拉法，遠超
當地承載能力，當地面臨嚴重人道主義危機，物資嚴重不
足，更大規模爆發傳染病。
拉法是加沙地帶唯一一個並非通往以色列的口岸。自本
輪巴以衝突爆發後，拉法已合共接收47萬名難民，目前人
口達到75萬，聯合國更警告在以色列最新發布撤離令後，
可能再有50萬人前往拉法避難。以當地目前的資源，根本
無法負擔如此大量的難民，隨着冬季來臨，難民只能使用
廢棄物，在公園或空地搭建臨時居所棲身。由於環境過度
擠迫，加上水源不足，拉法近期爆發傳染病，肝炎和疱疹
等疾病個案不斷上升。燃料短缺也導致淨水廠無法正常運
作，居民被迫飲用骯髒食水，以致嚴重腹瀉。

物資極短缺 商店存貨耗盡
拉法目前物資極度短缺，大多數商店的存貨已耗
盡，僅有少數商店仍然營業，食物和樽裝水價格飆
升，藥物與尿片嚴重不足。街上四處可見難民和兒

童行乞，哀求給予基本生活物資。居民只能從被
炸毀的房屋中撿取木柴用作煮食。
加沙居民並未因逃往拉法而得到安全，他們幾乎

每日都受到以軍空襲，過去一周已有68人喪生。外界
擔心以軍試圖將拉法的巴人趕往埃及，但埃方拒絕讓難
民入境，埃及軍方已加強邊境保安，不排除使用武力驅趕
試圖入境的難民。有拉法民眾表示，「我無處可逃，寧願
死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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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總統
拜登已敦促國會，批准針對以色列梅卡瓦
坦克的4.5萬枚坦克炮彈藥出口，用於支持
以軍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
報道稱，在加沙平民死亡人數持續上
升、各界對以色列在衝突中使用美國武
器的疑慮升高之際，拜登政府卻提出向
以色列出售坦克炮彈的要求。這筆總值
逾5億美元（約39億港元）的潛在軍火
出口，不屬於白宮早前要求的逾1,000
億美元（約7,809億港元）特別撥款的
一部分，後者已涵蓋為烏克蘭和以色列
提供資金等用途。
報道援引美國前國務院發言人保羅
稱，國務院正推動國會委員會迅速批准
這筆交易。這筆交易上周已被提交給參
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和眾議院外交事務
委員會進行審批。保羅說，委員會有近
20天來對這筆交易進行審查，國務院敦

促其立即批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周四在與英國外相
卡梅倫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向
烏提供的安全援助中的90%，都用於美國
本土工廠生產，「我們提供的軍事援助，
90%實際上都花在美國的製造商和製造業
上，為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為我們自
己的經濟帶來更多增長。」他還強調，這
種軍事援助對美國而言是「雙贏」。

以坦克涉炸死路透記者
網上有關衝突的影像顯示，以色列經
常在加沙部署進攻行動及在與黎巴嫩接
壤的邊境地區部署梅卡瓦坦克，該款坦
克也與導致記者喪生的事件有關。路透
社公布的調查顯示，以軍坦克曾從以境
內連續快速發射兩枚炮彈，導致正拍攝
跨境炮擊畫面的路透社記者阿卜杜拉喪
生，並造成6名記者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 加沙地帶遭受以色列
大規模的攻擊，其中醫院成為重災區，
不少病人無法撤離，被困院內失救。當
地有媒體拍到加沙醫院內有早產嬰兒被
遺棄病床上「腐爛」的慘況，人權組織
稱這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悲劇」。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
阿拉伯語新聞頻道Al Mashhad披露一段
於加沙北部納賽爾醫院拍攝的影片，可
見5張病床上放着據稱是早產嬰兒的屍
體，旁邊的醫療設備看來已停止運作一
段時間，病房也似乎處於廢棄狀態。
總部位於瑞士的「歐洲地中海人權監
測組織」證實，在納賽爾醫院的新生嬰

兒病房中發現5名已死去、屍體腐爛的
嬰兒，並表示以軍此前襲擊這間醫院，
醫護人員在坦克包圍下，只能被迫撤離
醫院，導致被遺棄的嬰兒死亡。
國際紅十字會發言人指出，「流傳的
死亡新生嬰兒影片，代表一場難以用言
語形容的悲劇，嬰兒、兒童等平民要在
巴以衝突中付出令人無法接受的代
價。」紅十字會向以色列和哈馬斯作出
呼籲，表示加沙北部的安全局勢日益嚴
峻，紅十字會致力為撤離傷者提供支
援，因此需要為此創造必要條件，而只
有衝突雙方才能確保這一點，強調醫院
在武裝衝突期間必須受到保護。

這項決議草案由阿聯酋提出，在表決前得到97個國家的支持和共
提。表決結果顯示，安理會15個成員中有13個投贊成票，英國

投棄權票，只有美國投反對票。美國認為決議草案「不平衡」、「脫
離現實」和「危險」，且完全忽略其建議，因此行使否決權，以致決
議草案未能通過。
雖然安理會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九十九
條規定的致函採取了行動，但最終未能通過相關決議。 阿聯酋代表在
表決後發言說，阿聯酋深感失望和遺憾。在無盡的苦難面前，安理會
未能呼籲人道主義停火，這背離了機構的創始精神，「如果我們不能
團結，安理會要向世界發出怎樣的訊號？阿方繼續請求各方採取行
動，結束這場危機。」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這一決議草案有將近100個國家作為
共同提案國，中國也參加了共提。中方對這一草案被美國否決表示極
大的失望和遺憾。中方呼籲有關各方將全部努力匯聚到平息加沙戰火
的共同目標上來，給巴勒斯坦人民留下活下去的希望，給中東地區留
下和平的希望。

俄：中東歷史最黑暗一天
法國代表說，「很不幸，安理會再次失敗了。」法方認為在嚴格遵
守國際人道法的情況下，反恐鬥爭和保護平民之間沒有矛盾。法國呼
籲立即和持久地實現「人道主義休戰」。 俄羅斯代表稱，「今天會成
為中東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這一次，阻礙呼籲巴以停火，美國在我
們眼前發出了死亡的命令，將影響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平民和以色列
平民，以及試圖提供援助的聯合國工作人員。這是對和平呼聲的無
視。安理會必須加倍努力，緩解平民苦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代表
形容決議草案未能通過是災難，他們會繼續努力爭取安理會負起停火
止戰責任。
新華社發表短評，指出美國投下這一否決票，無疑再次讓美國站在
世界和平的對立面。實際上這已不是美國第一次在安理會有關加沙停
火決議草案上單獨投反對票，今年10月一份由巴西起草的有關巴以實
現停火、保護平民的決議草案，同樣因美國的否決票而未獲通過。國
際社會對美國投票立場表達「震驚」和「遺憾」的同時，也對美國表
現出的「偏袒」和「雙標」提出嚴厲批評。

美媒：拜登與保護平民背道而馳
《紐約時報》指出，美國總統拜登政府聲稱正敦促以色列採取更多
措施保護平民，但其實際行動卻是背道而馳。除了否決安理會決議
外，也沒有公開向以方施壓若不保護平民將會產生任何具體後果，同
時亦沒有給以色列完成對加沙攻勢的明確期限。人權觀察組織批評美
國給予以色列「外交掩護」和提供武器，是承受成為「戰爭罪行同
謀」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安理會上周五（12月8日）就一項由

聯合國近百個會員國共提、呼籲巴以立即停火的決議草案進

行表決，由於常任理事國美國否決，決議草案未獲通過。多

國對此表示遺憾和失望，有評論指美國這一票反對，使美國

站在和平的對立面。

拜登促國會批准
向以售4.5萬枚坦克炮彈

逾百萬加沙民眾湧拉法 人道危機惡化

美國一票否決安理會巴以停火決議 中方表示極大失望和遺憾

以軍營救人質失敗 哈馬斯稱1人質亡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

道，哈馬斯下屬的卡桑旅上周五
（12月8日）在社交平台Telegram發
聲明稱，其武裝人員發現一支以色列
特種部隊企圖在加沙地帶營救人質，於
是對其發動攻擊，造成數名以軍士兵傷
亡，另有一名以色列人質在事件中死亡。
卡桑旅稱，事件中一名被俘的以色列士兵

被擊斃，他是25歲的巴魯克。而以方公布
的人質名單顯示其中一名人質名叫巴魯克，
是一名「24歲的平民學生」，於10月7日
在家中被俘。被挾持的以色列人質共有約
240人，目前仍有137人被扣押在加沙。部
分人質在停火期間被釋放，另有一些人質被
宣布死亡。
以軍發言人承認行動未能救出人質，但指

以軍在行動中擊斃多名武裝分子，另有兩名
以軍士兵在行動中受重傷。對於卡桑旅的聲
明，以色列政府發言人列維在記者會表示，
以方不會就哈馬斯對以色列人民持續發動的
「心理戰」發表評論，「我們認為哈馬斯對
這些人質的安全和福祉負有全部責任。」他
還重申以色列有關允許紅十字會探視人質的
要求，目前尚未得到滿足。

加沙醫院現5「腐爛嬰屍」
以軍強迫撤離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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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巴人家庭在拉法一個工場暫時棲身。 法新社

◆早產嬰兒的腐爛屍體留在病床上。 網上圖片

◆◆汗尤尼斯居民在以軍炮轟中受傷送院汗尤尼斯居民在以軍炮轟中受傷送院。。 美聯社美聯社

◆以軍猛烈轟炸加沙，冒出大量濃煙。 法新社

◆以軍空襲汗尤尼斯難民營，居民從瓦礫中救出一名女子。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