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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周五（6月
14日）表示，合作廠商的一名男員工周四中午
被發現倒臥福島第一核電站內休息室，送院後
不治。死者當天上午曾在戶外測量輻射值，但
東電認為死因與工作無關。
日本共同社報道，這名50多歲男性是核電

廠合作廠商員工，周四上午在福島第一核電站
腹地內，進行約10分鐘的輻射值測量工作。
福島電視台報道，由於未遭放射性物質污染，
東電認為，從死者工作狀況及聽取身旁人士的
說法等來判斷，「工作造成男性員工死亡的可
能性很低」。

工作前健康確認無異狀
東電表示，死者是在心肺停

止狀態下送院，並在同日下
午確認死亡。至於死因部
分，基於尊重家屬意願不對
外公開。死者在事發當天上
午進行健康確認時並無異
狀，並從上午11時左右起戴
着全包覆式面罩在戶外工作約
10分鐘。
東電自去年8月無視各方反對，執

意排放核污水後，至今已排放六輪共4.7
萬噸核污水，其間意外頻生，去年

10月和12月均曾出現核電站工
作人員遭受放射性物質污染事
故；今年2月核污水淨化裝置
發生洩漏，當時福島第一核
電站內正進行清洗工作，16
個需手動關閉的閥門中，有
10個處於打開狀態，導致約

5.5噸含放射性物質的核污水洩
漏，部分漏出的水可能滲入附近

土壤，惹起恐慌。

福島核電站員工測輻射後暴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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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樓價持續上升，國民愈來愈難負
擔。 成小智攝

◆佛羅里達州政府不收取個人入息稅，吸引
加拿大人移居當地。 成小智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七國集團（G7）
峰會周四（6月13日）在意大利
普利亞揭幕，英國首相蘇納克

即將面對大選，在國內的民調也遠遠落後，預料下台在
即，他在峰會首天沒有與其他G7領導人進行任何雙邊會
晤，疑似遭其他領導人「嫌棄」。
蘇納克首天只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進行了10分鐘對
話。應蘇納克的要求下，兩人在舉辦峰會的高爾夫球俱
樂部場地上散步，並詳細談論了烏克蘭議題，他們最後
互相擁抱，澤連斯基還祝願蘇納克「一切順利」。
蘇納克預計還將會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印度
總理莫迪。當被問及他是否因為被認為可能輸掉英國大
選，而受到G7領導人冷落時，蘇納克表示，「在這樣的
會議上，你可以與周邊許多人士進行會面，而這正是我
一直以來所做的。我們在這裏待了半天，並已與一些我
需要會晤的人士見面。」他表示已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和
德國總理朔爾茨進行了非正式會面，「我已跟馬克龍坐
下來見面，並與朔爾茨談了很多事情。」

與意總理「調情」惹熱議
蘇納克雖成為G7峰會「配角」，但他與意大利總理梅洛
尼的親暱舉動卻成功搶得焦點。當梅洛尼在峰會開始前歡
迎蘇納克時，兩人相互問候手牽手、互相凝視對方，當蘇
納克向梅洛尼傾身時，他們還親熱地扶着對方肩膀，就像
情侶調情，親暱舉動引發網民熱議。不過，梅洛尼詢問蘇
納克「你還好嗎？」，語氣似乎顯出一點同情，這情景被拍
攝下來，媒體形容對蘇納克是尷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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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波音公司客機再出現生產品質問題，一批未交
付的787夢幻客機機身的固定配件懷疑安裝出錯，公司正在調查。
787夢幻客機是全球首架以碳纖維複合物料製造的飛機，除節省燃
油外，亦有助提升飛行安全。但據路透社引述消息報道，波音位於
南卡羅來納州的工廠部分未交付787客機固定配件安裝方向有錯，這
些配件每架客機有超過900件，是用來將機身表面碳纖維複合物蒙皮
安裝在飛機骨架上，理應由螺絲帽一邊扭緊，但出問題的變了由螺
絲頭一邊扭緊，波音正調查原因及評估如何修正。

FAA針對波音永久增現場檢查員
波音發聲明，證實正檢查部分未交付787客機的固定配件，指是在

品質控制檢查中發現問題，已經通報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
強調正服役的787客機可繼續安全運作，亦無意暫停交付787客機。
今年1月5日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客機發生

「甩門」事件，FAA隨後就事故要求波音提交改進質量控制方案，
同時禁止波音增產737 MAX系列客機，直至確定波音的生產品質管
控工作令人滿意為止。FAA局長惠特克表示，在「甩門」事件之
前，該機構對波音的監管「過於放任」。惠特克表示，FAA已針對
波音公司永久增加現場檢查員，並於周五訪問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
波音工廠。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
報道）加拿大近年有愈來愈多人感到難以負
擔日益昂貴生活開支，紛紛舉家移居外地展
開新生活。樓價租金及生活開支長期高企是
導致人才外流的主因，但亦有國民是不滿總
理杜魯多執政多年仍乏善可陳，於是選擇離
開加拿大。

租金飆升幅度前所未見
經濟分析員指出，全國50個主要城市中有
18個的基準房價超過100萬加元（約568萬港
元）。加拿大皇家銀行最新的房屋負擔能力報
告指出，加拿大人從未在置業上遇到如今的
困難。2023年底，一個家庭置業的平均支出
佔去收入63.5%，高於第3季的61.8%。新移
民在高樓價下更難買樓，租盤大增直接推高
租金，近年租金飆升幅度是前所未見，根據
租房網站Rentals.ca和房產諮詢公司Urbana-
tion發布的最新租金價格報告，5月住屋的平
均租金價升達破紀錄的2,202加元（約1.25萬

港元），較1年前升近10%。
移民律師倫桑德斯表示，近年有愈來愈多
加拿大人湧入美國，他們不時提到杜魯多未
能紓緩惡性通脹對普羅大眾的打擊，令到民
眾吃盡苦頭。他們對杜魯多政府感到絕望，
索性移居美國換個新環境。美國的就業機會
和薪酬不會差過加拿大，而且一些州的稅制
較有利居民。他們大多選擇居住在接近加拿
大邊境的美國細小城鎮，既能方便與在加的
親朋保持緊密接觸，又可擺脫杜魯多管治。
統計局數據顯示美國是加拿大人最熱門移
居地，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指出，2022年從
加拿大移居美國達到126,340人，其中53,311
人是在加拿大出生，另有30,434人是在外國
出生的加拿大移民，但其後再移居美國。加
拿大出生居民移美人數，較新冠疫情前增加
約50%。儘管美國和加拿大一樣面對嚴重通
脹，但美國一些州的生活成本較低。美國的
平均房價為58萬加元（約329萬港元），而加
拿大平均房價為70萬加元（約397萬港元）。

波音787夢幻客機安裝出錯 住屋昂貴生活迫人 加國民眾紛移走

首天未舉行雙邊會談
蘇納克死撐未被嫌棄

◆蘇納克被
指向梅洛尼
「過電」。

美聯社

紐約市長亞當斯在社交網站稱，除了有人發表反猶
太言論，亦有人在公眾地方潑紅油和高舉橫額，

指布魯克林博物館館長是猶太復國主義者。

衞生文化宗教等理由獲豁免
亞當斯批評這種做法，是不能夠接受的反猶太主義
行為，支持恢復「禁蒙面法」。紐約州州長霍楚爾在
日前的記者會上稱，不能夠容忍有人用戴口罩等蒙面
方式隱藏身份，在犯罪後逃避法律責任，正考慮禁止
市民在地鐵蒙面，表明是因應近期日益增加的反猶太
主義活動。但一旦實施，將容許公眾基於衞生、文
化、宗教等理由不遵守相關規定，目前正和議員商討
草擬法案。
紐約州議員賴利對此表示支持，他說，面罩被想要
製造混亂的人當成工具，如果他們真是為了和平集

會，就沒有理由蒙住臉。部分網民也持有相同的看
法，指一般來說，戴面罩不應被定為非法，但在抗議
活動中戴面罩應該是非法的。

今年逾170宗反猶太仇恨犯罪
在紐約市，反猶太主義示威蔓延至創始人是猶太人

的花旗銀行門外，地鐵車廂亦有同類行動，部分示威
者佩戴頭巾和面罩，警方正追尋他們。警方表示，當
地今年有超過170宗反猶太仇恨犯罪，遠遠高於去年同
期的101宗。
紐約曾因應示威活動通過「禁蒙面法」，禁止市民

在公眾地方遮蓋面容。但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期間，
時任州長科莫基於公共衞生暫緩執行，當局更一度強
制市民在地鐵戴口罩。新冠疫情雖然退卻，但目前仍
有部分人堅持在公眾地方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聲援巴勒斯坦示威浪潮持續，紐約州因應近日反猶太主義活動增加，考慮在

地鐵重推「禁蒙面法」，以阻嚇企圖用戴口罩等蒙面方式隱藏身份人士犯罪。此舉令人聯想2019

年香港黑暴期間，蒙面示威者行為愈趨激烈，包括投擲汽油彈，向持不同政見的市民動用私刑，

香港政府通過《禁止蒙面規例》遏止暴行，卻遭到美西方政客的抹黑，試圖為暴力示威者「撐

腰」，如今紐約州欲重推「禁蒙面法」打壓援巴活動，明顯是雙重標準的行為。

◆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員工死亡事件，東電否
認與工作有關。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俄羅斯總統普
京周五（6月14日）表示，當烏
克蘭將軍隊從頓涅茨克、盧甘
斯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地區
撤出，並宣布不會加入北約之
後，俄方將第一時間宣布停火
並開始談判。然而，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辦公室拒絕普京的
和談提議，稱該倡議似乎假定
基輔放棄主權。俄羅斯外交部
發言人扎哈羅娃對此回應稱，
烏方這樣的言論是想剝奪烏克
蘭公民獲得真正的和平機會。
據報道，澤連斯基辦公室表
示，普京此時發布和平談判的
聲明，是試圖在周六瑞士舉行
烏克蘭和平峰會前掌握主動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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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幢建築被
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者佔據，一度被困的校長其後表
示，校方願意與非暴力示威者溝通，但這次嚴重破壞
校園是非法示威，自己非常傷心和憤怒，指校園將不
再歡迎這些人。
已紮營抗議40天的示威者在當地時間周三（6月12
日）下午佔領學生服務大樓，示威者在玻璃上塗上
「解放加沙」等支持巴人的標語，又以家具設起路障

阻擋通道。大學校長埃亞內斯和幾十名員工被困大樓
內。
示威者晚上繼續把家具從大樓內搬出來，直至周四

凌晨1時多，大部分示威者才陸續離開大樓，返回他們
在校園內另一區域的營地。這次佔領事件中無人受傷
及被捕，但有員工和學生舉報有人被毆打，不排除有
執法行動。校內的面授課堂及活動將改成線上進行，
直至另行通知。

加州校園示威者佔領大樓 校長一度被困

◆紐約州因應反猶太主義活動增加，考慮在地鐵重推「禁蒙面法」。圖為援巴人士在紐約地鐵舉牌抗議。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