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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軍宣布對真主黨發動「密集打擊」
黎南10消防員身亡 加沙19歲記者遇害

香港文匯報訊 以色列國防軍在周

一（10月7日）巴以衝突一年之際發

表聲明，表示正在對黎巴嫩南部的真

主黨目標發動「密集打擊」。黎巴嫩

衞生部指以軍周一襲擊黎南一個消防

設施，造成10名消防員死亡，以軍並

在周日襲擊首都貝魯特東南部，造成

6人死亡，包括3名兒童喪生。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
多報道）北美洲生育率過去數十年持續向
下，生育率近年更因愈來愈多人不欲增加
負擔而跌至歷史新低。美國去年生育率再
降3%至歷史新低，平均每名育齡女性生育
1.62名嬰兒。加拿大去年生育率同創歷史
低點，每名婦女平均只生育1.26名嬰孩。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數據顯示，

2023年的新生嬰兒約359萬，較2022年366萬
進一步下跌。自1970年代後，美國每名婦女平
均生產不到2.1名孩子，後來生育率一度在
2007年回升至2.12，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以
後下降幅度尤其急劇，需要倚賴移民彌補人
口增長不足。CDC數據顯示，2023年生育率
下滑與較年輕女性減少生育有直接關連，尤其
是20歲以下女性的生育率直線向下。
俄亥俄州立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海福德

表示，美國生育率持續下降存着很多社會
和經濟因素，包括人們推遲結婚年齡、結

婚次數減少、上學時間更長、需要更長時
間建立穩定經濟基礎。人們年紀較大才生
育，最終生育的孩子數目愈少。他指出社
會對不生孩子或小家庭的接受度提高，人
們會更加仔細地權衡自己應否成為父母。
CDC數據顯示高齡母親愈來愈普遍，30
至34歲女性的生育率最高，每1,000名女
性生育約95名嬰兒。
加拿大已經躋身全球
低生育率國家，與韓
國、意大利和日本均屬
於每名婦女生育1.3名或
更少孩子類別，全國13
個省和地區中有10個的
生育率去年創下歷史新
低。統計局指出加拿大
的生育率正經歷「過山
車滑落階段」，愈來愈
多家庭推遲生育，專家

表示長期經濟不穩、生活開支高昂和生活
方式改變導致出生率下降，不少夫婦認為
現在不是生孩子的理想時機。統計局報告
指出高齡產婦增加是大趨勢，而且導致
2023 年早產率升至 50 年來最高水平
8.3%。去年，26.5%的產婦年齡在35歲或
以上，比率遠高於1993年只佔10.7%。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東岸與墨西哥灣沿岸港口碼頭工人
日前暫停罷工，但仍要求新合約內禁止美國港口使用自動
化設施。《華爾街日報》周日（10月6日）發表社論警告，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去年貨櫃港口按照船隻在港停泊時間
排名，中國洋山港位居第一，表現最好的美國港口卻僅排
名53。如果美國港口仍不推進自動化，效率只會落後全球
競爭對手，長遠也會損害工人利益。
報道指出，代表今次近5萬罷工碼頭工人的國際碼頭工人
協會（ILA），早前提出的6年內加薪62%條件已被滿足，但
勞資雙方糾紛仍未結束。ILA要求禁止美國港口使用任何自
動化設施，以此「永久保護職位」，ILA主席達格特更稱，工
會的訴求就是「不支持任何類型的自動化和半自動化設備」。
《華爾街》形容，ILA的訴求等同於不想要任何能夠使裝
卸船舶更快、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技術進步，例如需要人
手更少、操作簡便的起重機、大門和貨櫃車。「換而言
之，工人想要更高的薪酬，卻不提高生產力，這在競爭激
烈的全球經濟中不可持續。」評論認為，正如同工業革命
早期，英國紡織工人曾反對引進機械化織布機未果，「與
提升生產力對抗是一場必敗之戰」。

「採用新技術長遠更好」
文章強調，技術進步可提升生產力的同時，往往意味
需削減人手，「如果工會能夠為那些長期享有工作保障
的資深工人爭取更優厚合約，而不是拖延不可避免的事
情，那麼長遠而言，碼頭工人的境況會更好。採用新技
術後健康增長的經濟，能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這對失
業的工人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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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生育率創新低 30歲後新手媽媽愈見普遍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已經78歲，多次嘲諷總統拜登老態
龍鍾的他，近期演說似乎也開始胡言亂語。
《紐約時報》指出，特朗普在今屆大選期
間，多次公開演說都重複簡單詞句，演說內
容文不對題、錯漏百出，甚至不時莫名發
怒。在電視辯論中面對口才出色的民主黨對
手哈里斯，特朗普處於下風，他的年齡和心
智狀態受到更多質疑。
《紐時》分析，特朗普的競選集會演
說，平均每次耗時82分鐘，遠超2016年
參選時的45分鐘。相較2016年，特朗普

現時更頻繁使用「總是」和「從不」等絕
對的措辭，增幅約13%。他使用負面詞語
的頻率，較使用正面詞語多出32%，該比
例超過2016年的21%，使用髒話的頻率更
較首次競選多出69%。不少語言學家稱，
這些變化可能是演說人年事已高、思路不
清晰的跡象。

誤稱戲名「沉默的嘴唇」
特朗普的演說中也不時出現令人費解的內
容。例如他將電影《沉默的羔羊》中「羔
羊」（ Lambs）一詞誤稱作「嘴唇」

（Lips），連聲追問早於2005年去世的脫口
騷主持人尊尼卡臣（Johnny Carson）「有
否到場」。提及中東局勢時，特朗普竟聲稱
擔心「朝鮮當局會派人刺殺我」。在智能手
機普及率達96%的美國，特朗普莫名其妙地
表示「美國多數人都不知道手機應用程式是
什麼」。
報道也指出，特朗普今年僅舉行61場競選
集會，較2016年的283場大幅縮水。日前一
場競選集會上，特朗普忽然錯開話題描述一
隻眼前的蒼蠅，「我想知道蒼蠅從何處來？看
看，兩年前，我不會飛到這裏。」

《紐時》：特朗普言行愈見失常 心智狀態惹質疑

●（左圖）加拿大高齡產婦人數，較30年前高出超過一倍。
（右圖）年輕一代崇尚自由自在，不熱衷生育。 成小智 攝

除黎巴嫩外，加沙地帶北部的賈巴利亞難民營也遭
空襲，至少17人死亡。大批以色列民眾周一舉

行紀念儀式，悼念衝突遇害人，多名仍被扣押在加沙
的以色列人質的親屬呼籲，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應盡
快達成停火協議釋放人質。

真主黨導彈襲以城市
以軍擴大在黎巴嫩行動，包括周六首次襲擊黎巴

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以軍周一表示，已部署新部
隊參加在黎巴嫩的地面戰鬥。以軍周一還襲擊加沙
中部代爾巴拉赫一間醫院，聲稱該醫院成為巴勒斯
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指揮基地，但沒有提供任何證
據，半島電視台指該襲擊造成11人受傷。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道，一名曾在半島電視台發布文章

的巴勒斯坦自由工作（freelance）記者、
19歲的哈馬德（左圖）在賈巴利亞死於以
軍空襲。報道稱事發前，哈馬德的What-
sApp 內收到一名以色列官員的威脅信
息。相信是哈馬德的親友在社媒留言，當
時他在被轟炸地點之間穿梭、尋找網絡信

號期間遇害。半島電視台稱已發現哈馬德的遺體，由於遺
體被炸致嚴重損傷，只能安放於膠袋和鞋盒內殮葬。
黎巴嫩真主黨周一攻擊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向當
地南部一個軍事基地發射「法迪 1」（Fadi 1）導彈。以媒報
道指兩枚火箭彈襲擊海法，另有火箭彈襲擊距離海法
65公里的城鎮提比利亞，合共造成10人受傷。哈馬斯
也在加沙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首都特拉維夫市中心
一度響起空襲警報。

以人質重返被擄現場悼念
哈馬斯一年前在突襲中，從以色列南部正在舉辦

的諾瓦音樂節上擄走多名人質，以國人質和受害人
家屬於周一早上6時30分、即一年前襲擊發動的
時間，在事發現場聚集舉行悼念儀式。另有大批
人質家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內塔尼亞胡官邸外，
以及在特拉維夫舉行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原本估
計有數萬人參加，但受近期安全局勢影響，活動
規模大幅縮減。
哈馬斯發言人梅沙爾則表示，一年前的攻擊是哈馬斯

「對以色列加速侵佔約旦河西岸、圍攻巴人、佔據阿克
薩清真寺的自然反應。」梅沙爾指責，「敵人希望中東每
個國家都要服從他們，即使不與以色列作戰，以軍也會
要求他們這樣做。」

●美港口不夠自動化美港口不夠自動化，，效率落後全球競爭對手效率落後全球競爭對手。。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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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受傷巴人送院接受治療一名受傷巴人送院接受治療。。 路透社路透社

●●以軍裝甲車和坦克在以黎邊境附近進行演習以軍裝甲車和坦克在以黎邊境附近進行演習。。美聯社美聯社

●●貝魯特達希耶大量建築物貝魯特達希耶大量建築物
被以軍摧毀被以軍摧毀。。 美聯社美聯社

親歷者：加沙戰爭必須停止
●以人質：更多戰爭帶回更多遺體

以民西格爾與丈夫基斯被哈馬斯扣押為人質，西格爾被囚禁51天後獲釋，但基斯仍
深陷加沙，令西格爾倍感痛苦：「我體重減輕了10公斤。每想起基斯，我就想起我當
時如何失去希望，以為會死在那裏。」西格爾質疑內塔尼亞胡所謂「靠軍事壓力令人質
獲釋」之說，「更多戰爭只會帶回更多遺體，這事正在發生。我想問拜登和內塔尼亞
胡，政治為何介入了人質事件？這非常殘酷。」

●加沙新娘：結婚日以軍施襲 親人身陷炮火
巴人阿布沙班原定去年10月7日舉行婚禮，就在當天，以軍開始大舉襲擊加

沙，她的婚禮被迫取消。阿布沙班最終與未婚夫逃往沙特阿拉伯避難，她稱她的
祖母、叔叔和多名親友在以軍空襲中喪生，她的父親和部分倖存親友仍被困在加
沙。「我愛的人仍被炮火籠罩，我不能舉行婚禮。每當我想起戰爭前的美好回
憶，以及如今的變化，我都會忍不住痛哭。」

●人道救援醫生：半數手術救不回傷者
倫敦大學醫學院外科醫生達瓦斯自去年12月以來兩次前往加沙。達瓦斯稱，他

今年4月在加沙中部阿克薩醫院參與救援工作，但接受他施手術的傷者，近半都在
一周內因傷勢過重、物資不足、營養不良等死亡。在急症室內，他曾為20多名頭
部中槍的傷者治療，當中多數是兒童。「作為專業人士，你很難接受『你的半數
努力都失敗了』，這個數字太驚人，這場戰爭必須停止。」

●戰地記者：若孩子失去了我會怎樣？
為《紐約時報》供稿的加沙戰地記者埃盧夫稱，她在代爾巴拉赫拍到一名巴人女

子在成排親人遺體前哭泣，「那天她在醫院找到了姐姐的遺體，她哭訴姐姐已有身
孕，遇襲前一晚準備分娩。她哭着對姐姐說，『你原本害怕分娩，但你在這一切之
前就已安息。』這令我想起自己，當我看到有人在轟炸中失去子女，我都不禁會
想：如果我失去自己的孩子會怎樣？如果孩子失去我又會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