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IS頭目已逃離摩蘇爾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

：伊拉克總理阿巴迪20日表示，
伊拉克部隊大舉進攻，從「伊斯蘭
國」（ISIS）聖戰分子手中奪回摩蘇
爾的攻勢， 「推進速度比預期快
」。美國將領表示，美方支持的
伊拉克地方部隊圍攻摩蘇爾後，
ISIS領袖已逃離這個最後根據地。

伊拉克於17日發動重奪摩蘇
爾襲擊，大約3萬名部隊參與，目
前戰況良好。包括美國、土耳其
、波斯灣國家和歐盟
國家在內，約有20國
的代表在法國巴黎開
會，商討摩蘇爾未來
。阿巴迪在視頻會議
上指出： 「我們的推
進比預期和計劃來得
快。」法國總統奧朗
德在會上指出，聖戰
分子已逃至他們位於
鄰國敘利亞的要塞拉
卡。

在伊拉克，面對

政府軍和庫爾德部隊的強勁攻勢
，ISIS負嵎頑抗，國際救援組織警
告，ISIS在反抗時可能不擇手段，
甚至拿平民做 「人盾」並使用化
學武器。

負責美國為首聯軍地面行動
的美國陸軍少將沃勒斯基表示，
ISIS的頭目已經逃離摩蘇爾，但他
拒絕透露有幾名ISIS頭目離開、何
時離開，或逃往何處。他透露，
ISIS的頭目逃離時曾遭空襲。

▲伊拉克政府軍士兵返回卡亞拉軍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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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人疏散 多地水浸通訊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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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
：韓國20日消息，當天上午7時
許，朝鮮在平安北道龜城市方峴
機場一帶試射一枚導彈遭失敗。
韓美研判，朝鮮此次試射的導彈
疑似 「舞水端」導彈。

韓國分析認為，朝鮮試射是
想為15日試射失敗挽回顏面。朝
鮮15日試射的一枚舞水端導彈在
發射後立刻發生爆炸。

朝鮮從4月15日至今8次試射
舞水端導彈，除6月22日的試射
之外，其餘7次全部遭到失敗。6
月22日朝鮮試射兩枚舞水端導彈
，其中一枚最高高度達到1413.6

公里，飛行距離達到400公里，
被認為取得成功。有分析質疑朝
鮮中程彈道導彈技術有根本性缺
陷，預計朝鮮為了驗證性能，有
可能在短期內再次試射導彈。 「
舞水端」導彈射程達3500公里，
覆蓋關島美軍基地。

當地時間19日，韓美兩國外
長和防長共聚華盛頓召開了 「2+
2」部長級會議，20日還將召開
安保會議。韓國分析稱，朝鮮在
此時試射導彈有可能是為彰顯打
擊力。美國國務卿克里稱，美國
「將盡可能快地」把 「薩德」反

導系統部署到韓國。

朝再試射舞水端失敗

▲一名村民用竹筏帶小山羊離開 美聯社 ▲伊莎貝拉省一個加油站的頂部倒塌 法新社 ▲村民整修被 「海馬」 吹倒的房屋 路透社 ▲災民帶着部分家當在高速公路旁暫避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
美聯社、法新社報道：
超強颱風 「海馬」 19日
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登
陸，帶來狂風暴雨及造
成嚴重破壞，多個地方
水浸，房屋被毀以及通
訊中斷，造成至少八人
罹難，超過十萬人疏散
。專家之前估計， 「海
馬」 是繼2013年颱風 「
海燕」 後，吹襲菲律賓
的最強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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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襲敘 200庫族民兵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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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
：土耳其戰機19日突然空襲敘利
亞北部美國支持的地方武裝組織
，炸死160至200民兵。

土耳其軍方稱，其戰機當晚
在阿勒頗城以北地區發動了26次
襲擊，攻擊了18個目標，摧毀4輛
車和庫德族民兵組織 「人民保護
部隊」（YPG）總部、聚會地點、
庇護所及彈藥庫等9棟建築。土國
軍方聲稱，YPG約有160人至200
人在當晚空襲中喪命。敘利亞人
權組織證實上述空襲，但無法確
認死亡人數。

上述襲擊發生在美國國防部
長卡特抵達土耳其訪問當晚。目

前，美國與其北約盟友土耳其的
關係有點緊張，美國一直視 「人
民保護部隊」為在敘利亞打擊 「
伊斯蘭國」的重要力量之一，但
土耳其政府將YPG及其所屬的民
主聯盟黨（PYD）列為恐怖組織，
認為他們與非法的庫德工人黨（
PKK）勾結。土國政府指控PKK自
1984年開始在土國進行流血暴動
和恐怖攻擊。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
土耳其不會等到 「恐怖主義團體
發動襲擊」才會採取行動。他計
劃在土敘邊境建立5000平方公里
的安全區，防止恐怖分子進入土
國。

當地時間19日晚上11點左右， 「海馬」
以每小時225公里的風速，於卡加延省北部登
陸。由於 「海馬」最大陣風達每小時315公里
，當局向六個省發出最高級別颱風警告。部
分地區降雨量，相當於一個月的平均雨量，
更出現風暴潮，海水暴漲五米，淹沒岸邊低
窪地區。

整村屋頂被吹走
「海馬」帶來的強風暴雨，連夜造成

大規模破壞，基建損毀嚴重。多條重要道
路因山泥傾瀉或樹木倒塌而無法通行，不
少用木材搭建的房屋屋頂被掀翻、玻璃窗
碎裂，電線杆倒塌，許多村莊斷電。部分
山區災情嚴重。有村民表示， 「海馬」過

後，當地稻田和玉米田被夷為平地，房子
的地基都被翻了出來。46歲的女村民拉莫
斯說，整條村的屋頂都被吹走。由於沒有
屋頂遮風擋雨，渾身濕透的村民被迫在風
雨中跑到高速公路旁暫避。

初步報告稱， 「海馬」造成至少八人死
亡，有一人被折斷的樹幹擊中、一名70歲老
翁在臨時避難所心臟病發，其餘死於山泥傾
瀉。其中兩人在睡夢中於家中遭山泥活埋，
分別為16歲與17歲，還有兩名建築工人在作
業時被傾瀉的山泥掩埋身亡。

海燕後最強颱風
這是菲律賓一周內遭遇的第二個颱風

。本周初，颱風 「莎莉嘉」來襲時，造成3

人失蹤，有些地區還尚未復原。今次 「海
馬」亦勾起當地民眾，對2013年超強颱風
「海燕」的餘悸。專家之前估計， 「海馬

」是繼 「海燕」後吹襲菲律賓的最強颱風
。 「海燕」當時造成7350人喪命。

菲國政府緊急部門的官員說，在 「海馬
」的前進路徑上，有1000萬人受到影響。在
「海馬」登陸前，已有十萬的居民被疏散至

臨時避難中心。由於大雨或引發洪水，當局
呼籲民眾要留在臨時安置中心直至 「海馬」
遠離。軍隊和警方已緊急疏散部分可能受山
泥傾瀉威脅的居民。

卡加延省的伊莎貝拉地區整區停電，約
60萬人受到影響。當地航空交通及渡輪服務
也受影響。3500多名乘客滯留港口，至少14

班國內航班停飛，包括大馬尼拉地區在內20
日宣布停課。不過，在 「海馬」登陸地點350
公里開外、人口約1200萬的首都馬尼拉沒有
受到直接威脅，當晚風勢溫和，只降微雨。

杜特爾特：動員一切應急
正在北京訪問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表示，只能祈求本國免受過往颱風掠境造
成的大規模破壞，呼籲民眾遵從當局命令
撤離至安全的地方，強調已做好準備，動
員一切應急。杜特爾特將於21日結束訪華
行程回國。

「海馬」威力在登陸後減弱為強颱風，
已於20日下午5時離開菲律賓往南海方向移動
，21日早晨開始影響香港和廣東沿岸。

▼▼ 一名男子在馬尼拉灣挑揀被一名男子在馬尼拉灣挑揀被
颱風吹上岸的塑料瓶颱風吹上岸的塑料瓶 法新社法新社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華，引發
全世界關注。對待此訪，各方有不同
解讀，有人歡喜有人憂，正如外交部
新聞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
中菲兩國人民都很高興並抱有期待，
但的確也有人焦慮、失落，五味雜陳。

相對於其前任阿基諾三世唯美國
馬首是瞻的 「一邊倒」 政策，杜特爾
特此次北京行普遍被解讀為菲 「外交
轉向的標誌性動作」 。事實也的確如
此，中菲兩國領導人未辜負兩國人民
的期待，以大無畏的氣概和膽略，為
在驚濤駭浪中前行的中菲關係航船明

確了方向。此訪成果豐碩，標誌着兩
國友好關係全面恢復；標誌着中菲務
實合作將進入新階段；標誌着中菲妥
善處理南海問題將掀開新的一頁，回
到雙邊對話協商軌道；標誌着中菲傳
統友好全面恢復。這無論對中菲兩國
，還是地區和平穩定，都是利好消息
，任何真正希望亞太地區和平穩定與
繁榮的人，都會持歡迎態度。

但美等西方媒體也出現了許多不
同聲音，對杜特爾特訪華 「大潑冷水
」 。一些言論集中在對杜特爾特個人
抹黑上，特別關注其 「大嘴巴」 性情

，無限放大 「菲版特朗普」 的綽號，
喻其說話 「不靠譜」 ，政策搖擺，飄
忽不定。還有一些言論是懷疑一切，
認定杜氏現階段 「棄美親中」 僅是策
略之舉，試圖在中美間走鋼絲，玩大
國於股掌之間，中菲關係很難走遠。

出現這些 「雜音」 並不奇怪，只
因並非所有國家都樂見中菲友好，期
待南海恢復平靜。而心中最 「酸」 的
，正是一貫擅長煽風點火的美國。一
直以來，美正是靠挑唆中菲衝突、攪
渾南海來實施 「重返亞太」 戰略，竭
力打造其亞太 「領袖」 地位。對美而

言，杜的 「轉向」 ，意味着美在東南
亞失去了制衡中國的 「代理人」 ，標
誌着奧巴馬引以為傲的 「亞太再平衡
」 戰略喪失了 「支點」 ，徹底失敗。

連日來，杜特爾特訪華在美外交
、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從政府高官
到智庫學者，都對杜特爾特 「棄美親
中」 的舉動感到困惑，有點丈二和尚
摸不着頭腦。其中既有對美失去東南
亞主動權、控制權的氣餒與懊惱，也
有對未來美菲關係走向的擔憂。但與
其說華府對菲外交走向心存困惑，不
如說是其揣着明白裝糊塗，中菲友好

關係全面恢復已是現實，但美方十分
不願正視這一現實，只能用極度的 「
懷疑論」 來掩飾心中的不快與恐慌。

雖然從大使、國務卿到總統，美
高官被杜特爾特罵了個遍，但白宮一
直未對其作認真回應，仍以超常的忍
耐力小心翼翼地經營着
對菲關係，生怕應對不
當對兩國關係帶來實質
性傷害。對中菲關係 「
潑冷水」 ，既是華府焦
慮的體現，也是其在失
落中作出的無奈選項。

誰在給杜特爾特訪華潑冷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