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14日發推文稱

， 「非常有趣，這些 『進
步派』 民主黨女眾議員正

大聲而惡毒地指導美國民

眾，這個世界上最偉大、

最強大的國家應該如何運

作，而她們的原籍國完完

全全是個災難，那裏的政

府是全世界最糟糕、最腐

敗也最無能的政府。她們

為什麼不滾回去，幫忙收

拾殘破不堪和犯罪猖獗的

爛攤子？」
外界認為，特朗普攻

擊的 「進步派」 民主黨女

性眾議員，是四名敢言的

年輕新秀議員，包括波多黎各裔的紐約州眾議員奧卡西奧─科

爾特斯，自索馬里移民的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奧馬爾，巴勒斯坦

裔密歇根州眾議員特萊布，以及非裔馬薩諸塞州眾議員普雷斯

利。她們四人都屬進步派，政治理念非常接近，被稱為 「小分

隊」 （The Squad）。

三女議員在美土生土長
然而，這四人中有三人都是美國土生土長的，只有奧馬爾

是從索馬里移民而來，因此特朗普要求她們 「回到原籍國」 根

本是無中生有。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立刻回嗆與她同樣出身紐

約的 「老鄉」 特朗普，表示 「你很憤怒，是因為不能接受一個

有我們存在的美國」 。奧馬爾也直指特朗普是在 「煽動白人民

族主義」 。

與四人 「小分隊」 向來不合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也為她們

辯護，批評特朗普 「讓美國再次偉大」 的計劃實際上是 「讓美

國再次變白」 。

特朗普當晚則繼續開炮，表示 「看到民主黨為這些說美國

壞話的人辯護，我感到非常悲傷。她們憎惡以色列，只要一與

人對抗，就稱對手為 『種族歧視者』 。」

共和黨選擇沉默
特朗普這番言論越過了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雙重紅線，

引起外界連番批評。《奴隸的另一個名字》的作者、普立茲獎

獲得者布萊克蒙批評道，特朗普正在煽動20世紀初期的 「白人

至上主義」 ，敵視任何 「膚色不白」 的人。還有傳媒指出，即

使是種族隔離時期的總統林登．約翰遜也沒有這麼直白的歧視

言論。

不過，其他共和黨議員紛紛選擇沉默，他們既不願跳出來

與站隊特朗普，也不敢公開予以譴責。特朗普2020連任辦公

室的通訊副主任沃爾克則無力地辯解道：「總統並非叫議員滾回

原籍國，而是要她們 『回來，讓我們看看事情是怎麼辦的』」。

特朗普鞏固保守派票源
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對大搜捕非法移民，同時想方設法

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加上詢問公民身份的問題。特朗普想當

然地認為少數族裔的議員都出生在美國之外，也反映了他一貫

製造分裂和對立的政策。在2020年大選越來越近之時，特朗

普希望讓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進一步對立，從而激發保守派的

投票熱情。

不過外界認為，特朗普的言論反而使民主黨重歸團結。眾

院民主黨人正因通過了參院版本的邊境撥款法案而內部分裂，

四人 「小分隊」 強烈反對這一法案，認為這是在資助特朗普的

邊境政策，而佩洛西則從實際角度出發，認為眾院版本法案無

通過幾率，不如趁早接受參院法案，幫助改善移民拘留中心的

條件。這引發了民主黨內建制派與新生派的衝突，奧卡西奧─

科爾特斯指責佩洛西不公平的對待少數族裔議員，佩洛西則反

擊她 「只在推特世界有人關注」 。不過現在她們又站到同一戰

線上反對特朗普，似乎是重歸團結的跡象。

【大公報訊】綜合CNN、《紐約時報》報道：
在美國大舉搜捕非法移民當天，美國總統特朗普14
日突然攻擊少數族裔的民主黨女眾議員，讓她們 「
滾回原籍國」 。特朗普再次大打 「種族牌」 ，其言
論越過了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雙重紅線，民主黨
政客、傳媒及普通民眾紛紛奮起反擊。

特朗普要少數裔女議員滾回原籍國
讓美國再次變白發推特再打種族牌

責任編輯：周 萱 美術編輯：莫家威

國際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A23

奧卡西奧─科爾特斯

出生於紐約布朗克斯，父母為
波多黎各人。她在去年中期選舉時
當選紐約皇后區眾議員，成為史上
最年輕的女性議員（年僅28歲），
此後迅速成為民主黨明日之星，在
推特上擁有475萬粉絲。她推行的 「
綠色新政」 得到桑德斯、沃倫等民
主黨候選人的背書。

伊勒漢．奧馬爾

出生於索馬里，年幼時移
民至美國，並在2000年獲得美
國身份證。她去年當選明尼蘇
達州眾議員，與特萊布同屬首
次進入國會的穆斯林女性。她
因反對以色列游說集團影響美
國政壇，被扣上 「反猶」 帽子
，特朗普更是呼籲其辭職。

拉希達．特萊布

巴勒斯坦裔美國人，去年當
選密歇根州眾議員，她與奧馬爾同
為穆斯林，主張美國停止援助以色
列，並在當選議員後幾小時就呼籲
彈劾特朗普。

艾安娜．普雷斯利

出生於俄亥俄州，去年當選
馬薩諸塞州眾議員，為該州第一
位進入國會的黑人女性。她主張
將最低投票年齡由18歲降至16歲
，並推動工人權益。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及《

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入境和海關

執法局（ICE）14日在全美10個城

市大規模搜捕非法移民，早前有報

道指當局計劃驅逐2000移民，但

最後結果可謂是「雷聲大，雨點小」。
在各城市紛紛抗議、移民社區惶恐

等待大規模逮捕之際，ICE僅在少

數城市展開低調行動，目前尚未有

確定的逮捕報告。

今次的突襲規模並沒有料想中

的大。ICE知情官員稱，由於突襲

行動提前曝光，執法部門已臨時調

整了原本的 「掃蕩」 戰略，改為一

周內在各地展開小範圍行動。

在芝加哥，一位母親及其女兒

曾被捕，但之後被立即釋放。ICE

人員曾試圖接近一戶目標家庭，但

後者拒絕應門。紐約市長白思豪稱

，ICE已於13日在紐約採取了三次

行動，14日沒有新的動作。據悉，

當局試圖進入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

兩個移民社區，但因為缺乏逮捕證

而未能入內。

不過，特朗普政府的搜捕行動

激起一位白人男子的 「自殺式」 襲

擊。來自華盛頓的69歲男子范斯普

朗森（Willem Van Spronsen）

於13日闖入塔科馬市的一個移民拘

留中心，試圖投擲燃燒彈點燃大型

丙烷罐，以燒掉整個拘留中心。該

名男子隨後被警方當場擊斃。

受襲的移民拘留中心為全美最

大，可容納逾1500人，有分析指

該事件反映政府對非法移民的 「駭
人暴力」 已引起國民不滿。

美驅逐非法移民雷聲大雨點小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及中央

社報道：印度搶當全球第4個登月

國家的夢想受挫。該國原定15日凌

晨發射登月探勘火箭 「月球飛船二

號」 （Chandrayaan-2），但在

發射前不到一小時，就因運載火箭

出現 「技術問題」 ，戲劇性地取消

發射任務。

印度 「月船二號」 原定當天凌

晨2時51分，在薩蒂什．達萬航天

中心發射升空。當局在2時左右還

宣布網絡直播發射過程，到了發射

前倒數56分24秒時，萬眾期待的

計劃卻被臨時叫停。

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3

時發文解釋，在倒數56分時，發現

發射系統出現技術故障，為預防發

射任務出現問題，因而取消發射，

稍後將宣布修訂後的發射日期。

「印亞新聞社」 （IANS）引

述匿名消息人士指出，在注入低溫

燃料時，發現技術故障，必須派出

工程車接近火箭評估問題，火箭將

被回收做進一步調查。調查過程預

計需要10天才能完成。

法新社引述薩蒂什．達萬航天

中心官員稱，問題出在發射載具系

統。 「月球飛船二號」 原計劃由同

步軌道衛星運載火箭3號（GSLV

Mk-Ⅲ）搭載發射升空。

「月球飛船二號」 僅耗資1.4

億美元，是史上最 「便宜」 的探月

任務。飛船原計劃9月6日在月球南

極附近登陸，探索這塊尚不為人知

的地方。

若任務成功，印度將繼美國、

前蘇聯和中國之後，躋身全球第4

個成功探月的國家。不過，隨着 「
月船二號」 取消升空，這個夢想是

否能實現也成了未知數。

火箭技術故障 印登月最後關頭喊停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

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16日至

17日傳喚Facebook高層作證，就

該公司及其合作夥伴計劃發行的虛

擬貨幣Libra進行質詢。同時，該

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正在傳閱討論

一項提案，名為 「讓大型科技公司

遠離金融」 ，內容是阻止這些科企

擁有金融機構的功能或者發行數字

貨幣。

據報道，該提案針對的是以提

供線上平台服務為主、且年營收至

少250億美元的公司， 「這些大型

平台不得用於創建、維護或者運營

數字資產，根據聯邦儲備系統理事

會的定義，數字資產具有交易媒介

、記帳單位、價值儲存或者任何其

他類似功能。」 違反規定的科企將

被課收每日100萬美元的罰金。這

說明在Libra數字貨幣招致廣泛反

對後，眾院希望能立法扼殺類似計

劃。

從實際角度出發，支持創新的

共和黨眾議員很可能對此強烈反對

，即便該提案獲得眾議院批准，闖過

參議院這一關的難度可能也很大。

但無論如何，這是對Libra計

劃的又一沉重打擊，繼美聯儲、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口頭反對之後

，眾議院籌備推出具體措施封殺

Libra，Fb野心勃勃推出的數字貨

幣可能就此胎死腹中。

美眾院擬推法案 禁科企發行數字貨幣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

伊朗總統魯哈尼14日發表電視演說

，表示願意重返談判桌，與美國隨

時隨地重啟對話，前提是美國解除

經濟制裁，重回《伊核協議》。這

是在美國制裁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

梅內伊等人、伊朗揚言「外交大門永

遠關閉」後，德黑蘭的罕見讓步。

美國政府曾表示願與伊朗協商

，不過需要在核安全議題達成更具

體且影響更為深遠的協議。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對魯哈尼的提議並不熱

情，表示 「決定權握在總統特朗普

手中」 ，並稱 「特朗普和我都認為

《伊核協議》是個災難。」
不過，美國14日向伊朗外長扎

里夫發出簽證，讓其前往紐約出席

聯合國會議，從而暫停兩周前對扎

里夫實施的制裁。蓬佩奧指，為扎

里夫提供簽證是基於美國對聯合國

的義務，但扎里夫及其代表團在紐

約的行動將受到限制。有分析指出

，若蓬佩奧不批准扎里夫的簽證，

將被視為美國進一步孤立伊朗的信

號。

法國、英國和德國三國領導人

於14日通過法國總統辦公室發表聯

合聲明，呼籲雙方對話解決，並指

明三國均有份參與核協議談判，認

為各國應共同尋求阻止爭議升溫和

重開對話的方案，否則15年簽訂的

協議將進一步瓦解。

魯哈尼：若美解除制裁 願重新對話

來源：CNN、美聯社

▲印度登月探測器15日發射前56分鐘被臨時叫停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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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14日攻擊
少數族裔的民主黨女眾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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