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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SeSouvient在網站力促杜魯多政府落實槍管法案。
成小智 攝

襲擊約旦河西岸抗議人群 土譴責野蠻干預平民活動

以軍射殺美籍女子
美盲撐僅籲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一名擁有美國和土耳其雙

重國籍的女子，上周五（9月6日）在約旦

河西岸抗議以色列擴張猶太人定居點期間，

遭以軍開槍擊中頭部身亡。土耳其與巴勒斯

坦官員均表示，該女子是被以軍槍殺，多間

傳媒亦引述目擊者證詞確認該消息。然而美

國白宮和國務院聲稱，今次美國公民遇害事

件暫時無法歸咎以軍，僅呼籲盟友以色列進

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
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的治安隨着美國走私槍支湧入
而轉壞，警方數據顯示今年直至8月底的槍擊案較
2023年同期增加50%，其中大部分涉及美國槍支。
多倫多今年槍擊案中有最少24宗與拖車行業相關，
警方極度關注「拖車暴力」的嚴重性，竭力制止這類
犯罪活動蔓延。

拖車行業易捲入非法活動
多倫多警方表示今年涉及拖車業的槍擊案件佔了總
數的12%，包括襲擊拖車公司、拖車司機遭到槍擊、
縱火和惡作劇襲擊。警方已經成立拖車特別工作小
組，加強調查力度查明具體動機和目標，並且採取有
效預防措施。傳媒報道指「拖車地盤爭奪戰」這類槍
擊事件，導致全市陷入緊張狀態，除了幫派控制的拖
車公司進行非法勾當，更嚴重的是敵對派系利用美國
槍支策動血腥襲擊。市長鄒至蕙指出多倫多現在有太

多來自美國的槍支越境犯案，政府為此增加警務預
算，並加倍推行防止青少年加入幫派的項目。
今年3月，具有黑社會背景的拖車公司老闆維諾
格拉茨基在一場黑幫式殺戮中被槍殺，業界專家表
示拖車行業特別容易捲入非法活動，因為犯罪集團
為拖車業提供運輸違禁物品等容易賺錢門路。傳媒
報道加拿大犯罪集團從美國各地走私大量槍支入
境，主要為了繞過加拿大禁止民眾買槍、包括
AR-15 等半自動步槍的管制。從 2019 年至 2024
年，邊境巡邏機構執法人員在接壤美國邊境查獲的
槍支增加25%。
多倫多坐落的安大略省政府強調，拖車業涉及的暴力

行為是不能接受，省府已強制拖車公司必須獲得認證，
並要求司機通過背景審查。提倡全面禁止槍械的組織
PolySeSouvient力促聯邦政府果斷落實去年通過的管制
槍械法案，另有民間組織主張嚴厲防止家暴違法者管有
槍械、加強手槍管制和加重懲罰販運槍械的力度。

美槍支湧入治安轉壞
多倫多屢爆拖車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公民埃吉在約旦河西岸被以軍槍殺並非
個別例子，半島電視台統計，以軍多年來在約旦河西岸擴張定
居點，殺害當地居民和活動人士，許多遇害者擁有美國國籍。
但美國所謂「保護在海外國民的承諾」，面對被以色列殺害的
美國國民從未兌現，美方基本從未追究涉事以軍的責任。

多宗案件不了了之
今年1月，17歲的巴勒斯坦裔美國公民阿賈克回到約旦河西
岸探親時，被一名休班以色列警察和一名猶太定居者開槍打
死。阿賈克的家人稱，當時阿賈克血流不止，以警卻阻止救援
人員接近他，拖延急救至少15分鐘。美聯社引述以警聲稱，警
察的目標是「向其掟石的人」，但阿賈克的家人強調，他當時
正與親友收集柴火準備燒烤，根本沒有攻擊警察。
2022年，身為美國公民的半島電視台女記者阿克勒在約旦河

西岸報道時，被以軍當場開槍殺死。以軍後來承認是其士兵開
槍，但聲稱事件純屬意外，拒絕懲罰任何涉案人員。美國聯邦
調查局（FBI）聲稱就案件展開調查，最終不了了之。同年
間，78歲的美國公民阿薩德在約旦河西岸一座以軍檢查站被以
軍拘留毆打致死，然而美國政府並未削減對涉事部隊的軍援。
以軍曾殺害多名美籍抗議者。2010年，以軍阻止向加沙運

送救援物資期間，殺死擁有美籍的少年多根。2003年，美國
公民科里在約旦河西岸抗議以軍摧毀巴人房屋，以軍士兵竟
駕駛推土機，將科里當場壓死。
美國喬治城大學研究美以關係教授魯布納表示，美始終不追究
以色列殺害美國公民的責任，「以方有恃無恐地殺害美國公民，但
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有遇難美國公民親友哭訴，「美國這樣強大
的國家，卻不能令另一個國家為殺害美國公民承擔責任。」
美國政治分析師巴達爾批評，早前美籍以色列人質波林在加沙
遇害，美方揚言
追殺巴勒斯坦武
裝組織哈馬斯，
「記住波林被殺
時，拜登說哈馬
斯要為此付出代
價。如今埃吉死
於以軍槍下，我
們會再次看到誰
可以殺害美國人
卻不受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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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正面臨30年來最嚴重大
米短缺，大米相關商品價格按年暴漲逾26%。
日本部分電商居然出現高價轉售大米，甚至拍
賣大米的奇觀。日媒報道，當地主要電商平台
上，有商家以1.2萬日圓（約657港元）「落槌
價」，出售一袋10公斤的大米。業界估計米價
高企問題將持續到今年底。
《金融時報》報道，截至今年6月，日本民

間庫存大米約156萬噸，是1999年開始記錄該
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由於大米嚴重短缺，當
地部分超市限制顧客每次只能買一袋大米，不
少買家網上訂購大米的訂單如同「抽獎」，隨
時可能被取消。

專家：減產支撐價格政策過時
有商家開始在網上拍賣大米。日媒netlab報
道，當地最大網購平台「Mercari」上，一袋
10公斤的山形縣新出產大米，以1.2萬日圓價
格售出。還有富山縣新出產、一袋30公斤的大
米，售價高達2.47萬日圓（約1,353港元）。

專家指出，日本政府常控制大米進口，為本
地大米產量設限，試圖維持米價在一定水平，
但這策略已經過時。前日本農林水產省高級官
員山下一仁表示，「這種刻意減產以支撐價格
的政策，令日本大米供需平衡稍有波動，便會
陷入極大困境，這是當局自作自受。」
分析也稱，日本近年飲食文化改變，農民平

均年齡高達69歲，稻田面積不斷減少。智庫帝
國資料調查公司分析師飯島大介估計，當地日
後大米供應可能更不穩定。

日米荒掀網上炒風
10公斤炒到657元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多地監獄人滿為患。
《每日電訊報》上周五（9月6日）報道，英
國有意將部分囚犯轉移至愛沙尼亞監獄，司法
大臣馬哈默德據報正與愛沙尼亞司法部長帕科
斯塔磋商。但首相府發言人回應稱，該計劃由
前一任保守黨政府制訂，現任工黨政府無意執
行。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帕科斯塔稱她
確實與馬哈默德討論了「跨國坐監」議題。
她稱愛沙尼亞治安良好，多數監獄幾乎空
置，安置每名囚犯平均每年耗費約3萬歐元
（約25.9萬港元），低於歐盟平均水平，也

較英國的近4.7萬英鎊（約40.6萬港元）更划
算。帕科斯塔稱，曾有英國官員實地考察愛
沙尼亞的監獄，不過兩國當局未達成任何相
關協議。
英國上周五公布官方數據顯示，合共逾8.8
萬名囚犯現時身處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監獄，創
下歷來新高。首相府表示，當局會透過改革解
決監獄「爆煲」，包括建造更多監獄等。報道
指出，前一任保守黨政府司法大臣查克確實曾
提議，由政府租賃歐洲國家的監獄，安排英國
囚犯跨國坐監。不過消息指兩任政府都認為該
計劃成本高昂，預計不會真正實施。

擬轉移囚犯至愛沙尼亞服刑
英首相府稱無意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所涉
「掩口費」案的宣判時間，被推遲至今屆大選之後。
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梅爾尚上周五（9月 6日）宣
布，這宗原定本月18日宣判的案件，將延至11月26
日宣判，以免外界認為本案具有政治動機，強調法院
是「公平、公正、無關政治的機構」。

「掩口費」案原定今年 7月 11 日宣判，但時間
已兩度延遲。梅爾尚稱，由於聯邦最高法院今年
早前裁定，特朗普在總統任內相關案件享有「一
定程度」豁免權，特朗普提請希望推翻本案中被
裁定有罪的結果，他會在今年 11 月 12 日就此作
出決定。

特朗普掩口費案判決延至大選後

◆傳事發時抗議人群已撤至山下。圖為救護人員抬走埃吉（上圓圖）送院。 網上圖片

巴勒斯坦官方瓦法通訊社報道，遇害女子是26歲的埃
吉，她是反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擴張定居點的非營

利組織「國際團結運動」（ISM）義工。報道指出，ISM每
周五定期在約旦河西岸納布盧斯市附近，舉行祈禱儀式和
抗議活動，埃吉在最近一次活動中被以軍槍殺。

包圍現場 居高臨下開槍
ISM義工波拉克表示，事發當日早上，以軍士兵提前包
圍ISM活動現場。待到活動結束，以軍立即向人群發射催
淚彈，有抗議者掟石回擊。波拉克回憶活動結束後約30分
鐘，人群陸續散去，與以軍保持約200米距離。以軍士兵爬
上一座房屋的屋頂，居高臨下向人群開槍，「我看到了反
光，看見以軍瞄準了人群。」
《華盛頓郵報》引述事發現場片段顯示，以軍開槍位置

位於一座山上，抗議人群已撤至山下。畫面中事發山上疑
似有軍用車輛，山下則有救護車駛過。納布盧斯拉菲迪亞
醫院院長納法阿向路透社表示，埃吉送院時頭部受重傷，
「我們試圖為她手術，但她不幸去世了。」
埃吉的親友表示，埃吉今年從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畢

業，在校期間主修心理學，以及中東語言和文化。今年春
天美國大學校園撐巴反戰抗議浪潮中，埃吉參加了本校活
動，攜帶一面巴勒斯坦旗幟出席畢業禮。華盛頓大學中東
語言及文化助理教授法尼難過地表示，「我曾懇求埃吉不
要去（約旦河西岸），但她堅信要親眼見證巴人遭受的壓
迫，以及他們有尊嚴的韌性。」

布林肯沒要求以承擔後果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薩維特表示，美方對周五在

約旦河西岸「一名美國公民的悲慘死亡深感不安」，白宮
聯繫了以色列政府，要求調查事件「提供更多資訊」。國
務卿布林肯稱，美國政府高度重視埃吉的案件，但拒絕說
明美方會否要求以色列政府承擔後果。
民主黨籍參議員范霍倫表示，埃吉是新一輪哈以衝突爆

發以來，在約旦河西岸喪生的第三名美國人，「（美國總
統）拜登政府在為他們伸張正義、問責（以色列政府）方
面做得不夠。 如果（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不為美
國人伸張正義，美國司法部就必須這樣做。」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強調，土方強烈譴責以方「野蠻干預

平民的抗議活動」，強調土方會「努力制止以色列的種族滅
絕政策」。以軍承認當時向抗議人群開槍，稱其正在調查一
名「外國人」被殺事件，但辯稱當時有抗議者掟石威脅以
軍，士兵是向所謂「暴力活動的主要煽動者開火還擊」。

◆ISM定期在約旦河西岸納布盧斯市附近舉行祈禱儀式和抗議活動。 網上圖片 ◆今年初阿賈克被一名休班以警和一名猶太
定居者開槍打死。圖為其家屬。 網上圖片

◆有商家以657元出售10公斤大米。 網上圖片

◆◆埃埃吉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