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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接替總
統拜登角逐總統大選後，其副手人選成為各
方焦點。《華盛頓郵報》引述消息人士指
出，至少3人收到哈里斯的「面試邀約」，當
地時間周日（8月4日）會與哈里斯晤談， 他
們分別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茨、賓夕法尼
亞州州長夏皮羅及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凱利。

至少3人獲邀面試
消息人士指出，哈里斯上周六召集由前司

法部長霍爾德為首的律師團開會，針對決選
名單的入圍者進行背景檢查，分析其經歷與
可能的弱點，並於周日親自面試各個人選。
哈里斯的盟友透露，除了競選能力之外，她
也很重視能否與競選拍檔產生化學反應。

目前哈里斯已贏得足夠黨代表票，將成為
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本月19日將於芝
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接受提名，成為
美國史上首名代表主要政黨角逐總統的南亞
裔及非裔女性。
然而作為哈里斯副手人選的熱門之一，夏

皮羅被指對高級助手韋萊布的性騷擾醜聞處
理不當，受到各方批評。
據美媒報道，韋萊布是夏皮羅在州議會

的聯絡人，一名前女下屬稱，韋萊布今年
較早時對她發表不恰當、猥褻和性暗示的
言論，她最終辭職。州長辦公室悄悄達成
一項和解協議，以解決針對韋萊布的性騷
擾指控，試圖掩蓋事件。美媒其後披露受
害人的投訴書，這份投訴書開始在國會流

傳，韋萊布因此於上月底辭職。美媒指
出，對性騷擾處理不當，對夏皮羅來說是
至今最嚴重的危機。

哈里斯副手人選涉包庇下屬性騷擾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總統卡特目前是美
國史上最長壽的總統，也是在世的最年長美
國前總統。已接受安寧療護近一年半的卡特
將於今年10月年滿100歲，據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CNN）報道，卡特的家人近日透露，
卡特希望自己能堅持到2024年美國大選，並
投票給副總統哈里斯。

非每天保持清醒
卡特的孫兒傑森說，在接受臨終關懷的一

年多時間裏，卡特正「盡其所能體驗這個世
界」，但他並非每天都能保持清醒。最近一
段時間，卡特更關心美國政治和巴以衝突局
勢。報道稱，卡特最近告訴其兒子奇普，說
「我只是想給哈里斯投票」。《今日美國
報》稱，若卡特想給哈里斯投票，他不必等
到11月的投票日，卡特所在的佐治亞州將從

10月15日開始提前投票。
民主黨籍的卡特曾於1977年至 1981年擔

任美國總統。他在任內推行「人權外交」，
重要外交成就包括促成埃及和以色列簽署關
於解決中東問題的《戴維營協議》、簽訂巴
拿馬運河條約、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
係，以及與蘇聯簽署雙邊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等。
卡特在 2015年被診斷出患有惡性黑色素

瘤，並於2019年因摔倒接受腦部手術。去年
2月美國卡特中心宣布，卡特開始接受安寧療
護。卡特的妻子羅莎琳於去年11月17日接受
臨終關懷，並於11月19日去世。

卡特10月滿百歲 冀堅持到大選票投哈里斯

香港文匯報訊 伊朗司法機構代表拉希米上周六（8月3日）
表示，司法機構已就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哈尼亞遭暗殺事件立
案，國家總檢察長已下令對參與暗殺哈尼亞的人進行識別和拘
捕。伊朗同日則披露哈尼亞遇襲身亡的更多細節。
據伊朗邁赫爾通訊社報道，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聲明說，

這次行動是由以色列設計和實施，並得到美國政府支持。根據
調查，「恐怖分子」從哈尼亞的住所外發射一枚彈頭重約7公斤
的短程導彈，引發強烈爆炸。

否認美媒所指預設炸彈
哈馬斯駐伊朗代表卡杜米則否認美國《紐約時報》稱事先設

置的炸彈爆炸導致哈尼亞身亡。他指哈尼亞所住大樓當時發生
搖晃，他立即離開房間，看到濃煙滾滾，當他和團隊到達哈尼
亞位於4樓的房間時，看到房間的牆壁和屋頂都已倒塌，隨後發
現哈尼亞遇害。他強調以色列在美國知情並同意的情況下，設
計並實施這次襲擊。
哈馬斯上周六發聲明稱，其領導層已就選擇新任領導人開始

廣泛磋商。聲明說，過去數十年裏，哈馬斯在多名領導人身亡
後，都根據規章制度迅速選出替代人選。哈馬斯的執行和顧問
機構仍在繼續開展工作，新的領導人選將在磋商完成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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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在以色列全面戒備、防範伊朗報復之際，位於以色列特拉
維夫市郊的霍隆周日（8月4日）發生持刀傷人案，1名巴勒斯坦人刺死兩
人，另兩人重傷。施襲者被警方開槍擊斃。
當地官員稱，案發於霍隆一個加油站和公園附近，1男1女老人在事件中被

殺，兩名傷者已被送院救治。疑兇為一名來自約旦河西岸的巴人，警方正搜
尋可能參與襲擊的其他疑犯。

耶城安全指引 90秒內躲防空洞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面對伊朗揚言報復，特拉維夫瀰漫焦

慮，街道行人減少，民眾情緒緊繃，另一大城市耶路撒冷市政府更向市民發
布遇襲時的指引，包括民眾必須能於90秒內躲到防空洞、先備妥可供3天維
生的充足食物和水等，當地超市也出現民生必需品銷量激增，尤其是食品。
報道稱，耶路撒冷市政府已發放文件，列出將作為避難所的停車場及各處防空

洞。市民應做好要在防空洞避難數天的準備，應對恐怕會連續數天的停電。該文件
建議民眾儲備電池、電筒和藥物等所需物資。以色列連鎖超市Victory稱，部分商
品銷量較往常增加3成，民眾大多
數購買罐頭、穀片、意粉、冷凍
肉、瓶裝水、廁紙和濕紙巾。
特拉維夫一名婦人說她覺得沒有

安全感，在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上
周三遇刺身亡後，她便取消當天上
午的行程安排。身在特拉維夫的以
色列政治專家戈柏提到，以色列民
眾雖然緊張，卻也覺得聽天由命，
有人甚至認為這就是在敵人窺察下
以色列的宿命。

以爆持刀襲擊 巴人行兇兩死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紹斯波特發生的兒童舞蹈班
持刀襲擊案，引發的極右示威持續蔓延。多個城市
包括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極右分子上周六（8月 3
日）的示威演變成騷亂，部分示威者到處破壞和搶
掠店舖，有警員遇襲受傷，警方拘捕近百人。
在利物浦，大批民眾手持標語，有人高叫反非法

移民及保護兒童等的口號。數百名反法西斯主義的
示威者則在一個車站附近，高叫團結和歡迎難民的
口號。他們其後與約1,000名反移民示戚者衝突，防
暴警察帶同警犬到場將雙方分開，又與增援的警員
試圖維持秩序。在布里斯托爾，警員持警棍與示威
者對峙，有人向警察防線投擲雜物，警員出動警犬
驅趕。赫爾有3名警員被示威者用玻璃樽擲中受傷。
在英格蘭北部的桑德蘭，一幢警察局大樓被洗劫

一空，相鄰建築物遭縱火焚燒，4名警員受傷入院。
媒體公布的畫面顯示，有人向防暴警察投擲啤酒罐
和磚塊，街上汽車被焚燒，當局派出騎警往市中心
驅散示威者。英格蘭諾森伯蘭郡警察局總警司巴倫
表示正進行全面調查，以確定犯罪者。
桑德蘭一座清真寺成為襲擊目標，現場許多人高

叫仇視伊斯蘭的口號，英國穆斯林領袖對此表示擔
憂，全英2,000多座清真寺已處於警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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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亞上周三在伊朗德黑蘭遇刺身亡，哈馬
斯指是以色列所為，伊朗革命衛隊亦稱此

事出自以色列之手，宣布將採取強烈反擊。而
以色列上周二攻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擊殺真
主黨指揮官舒庫爾，真主黨也矢言將報復。

美冀再獲約旦支援
負責調度美軍在中東行動的庫里拉，在哈尼

亞遇刺前已排定進行出訪，他於上周六抵達中
東地區進行斡旋，其中約旦是至關重要的一
站。以色列4月1日曾空襲伊朗駐敘利亞大使
館、殺害伊朗革命衛隊高層指揮官，德黑蘭在
近兩周後對以色列發動空襲，當時德黑蘭出動
300架無人機、發射大量導彈，越過約旦、伊拉
克甚至是美軍基地上空。當時約旦曾協助攔截
射向以色列的無人機，同時允許美國和以色列
軍機利用其領空。美國官員稱，預計伊朗今次
很可能複製上次的反擊行動，但範圍或將更
大，還可能與真主黨協調，美方希望必要時再
次獲得約旦支援。
伊朗媒體報道，約旦外長兼副總理沙法迪周

日罕有地到訪德黑蘭，與伊朗外長會談，試圖
為阻止伊朗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報復攻擊，作
最後的斡旋調停。

伊拒攻擊前發通知
另據《華爾街日報》稱，伊朗4月襲擊以色列

前，先將此決定發電報通知外交官，讓美以提
前準備。不過伊朗這次卻將試圖避免中東爆發
區域性戰爭的外交官拒於門外。
一名已聽取德黑蘭簡報的伊朗外交官稱，許

多國家試圖說服伊朗勿升級局勢，但由於以色
列近期發動多次攻勢，這些勸阻已無疾而終，
也徒勞無功，「以色列逾越一切紅線，伊朗的
回應將既迅速又劇烈。」外界對伊朗動向缺乏
資訊，已使中東局勢步入去年10月本輪巴以衝
突以來最危險的時刻之一。白宮國安會前中東
事務主任塔柏勒表示，未能進行外交電報溝通
恐導致誤判形勢，結果可能是衝突螺旋式惡化
與難以控制，而非像以色列與伊朗4月般有限度
地一來一往。
另一方面，真主黨周日凌晨向以色列北部發

射數十枚「喀秋莎」火箭彈，回應以色列上周
六襲擊黎南部地區。由於擔心以色列和真主黨
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多個
國家已要求本國公民盡快離開黎巴嫩。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Axios報道，多名美國與以色列官員透露，

預計伊朗最快周一（8月5日）襲擊以色列，

就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哈尼亞被暗殺進行報

復。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已抵達中

東，將訪問以色列、約旦與部分海灣國家，

試圖阻止潛在襲擊，並協調地區盟友防範。

美料伊朗最快今襲以色列美料伊朗最快今襲以色列
伊揚言報復哈尼亞被殺 美司令抵中東應對

◆◆撐巴者在摩洛哥集會撐巴者在摩洛哥集會，，高舉哈尼亞海報高舉哈尼亞海報。。 美聯社美聯社

◆以北防空系
統攔截從黎南
部發射的火
箭。 法新社

◆ 胡 塞 武
裝支持者在
也 門 持 槍 示
威。 路透社

◆伊朗革命衛隊發布照片，顯示哈尼亞在德黑蘭的住所。網上圖片 ◆警員在案發現場搜證。 新華社

◆哈里斯（右）和夏皮羅參觀費城雷丁市集。
路透社

◆極右分子在布里斯托爾與警對峙。 法新社
◆美國前總統卡特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