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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思豪（左）為桑
德斯背書，近日更與
其共同亮相內華達
州 網絡圖片

法女將臨危受命 競逐巴黎市長
不雅視頻曝光 馬克龍親信退選

接班人火速上任 抗疫成最大挑戰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

報道：當地時間17日，年
僅39歲的韋朗（Olivier
Veran）（見圖）正式接替
比贊，就任法國衛生部
長。如今新冠肺炎疫情
來勢洶洶，法國共確診12
例病例，在歐洲屬比較嚴重
，韋朗能否從容應對疫情防控等多
項艱巨挑戰，引起各界關注。

從法媒16日晚披露韋朗將出任
新部長，到17日上午舉行簡短的部長

權力交接儀式、韋朗正式
就職，僅用了短短14小
時。目前法國有12例確
診病例，其中4名患者
已出院，1人死亡，7名
患者仍在巴黎、里昂等

地接受治療，另外還有數
百人在法國南部等地接受隔

離。
韋朗強調將保證新冠肺炎的信息

透明，與民眾分享他所掌握的所有信
息，包括流行病學等信息。他還表示

將繼續定期通報新冠肺炎的有關情況
。法國輿論認為，韋朗將繼續採取法
國衛生部目前推行的多種衛生健康策
略，特別是對確診病例的隔離治療、
繼續跟蹤和篩查密切接觸者等。

韋朗是神經學科專家，2012年
投入政界，2017年加入執政黨陣營
，並長期在國民議會任職。他曾擔任
國民議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參
與研究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當時他
的主要工作就是圍繞着醫療衛生、退
休制度等問題展開的。

蝗災來襲 印巴擬攜手滅蟲
【大公報訊】綜合《印度時報》及新華

社報道：在東非肆虐的沙漠蝗蟲數量持續
激增，且一路東進，來到巴基斯坦和印度
。巴基斯坦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印度
農業部則警告，6月可能出現比去年更嚴
重的蝗災。因克什米爾問題關係緊張的兩
國，近幾個月已就共同應對蝗災舉行了五

次會議。
印度農業部近日發表報告指，隨着來

自伊朗東南部、巴基斯坦西南部和 「非洲
之角」 春季繁殖的沙漠蝗蟲到來，包括印
度沙漠地區在內的地方可能在6月遭蝗災
入侵。而印度拉賈斯坦邦已被近4000億隻
蝗蟲襲擊，大量農作物被毀，並有向其他
邦蔓延之勢。農業部官員指： 「若印度未
能有效控制蝗災，它甚至會蔓延到孟加拉
國，就像1950年發生的那樣。」

巴基斯坦1日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以應對大量蝗蟲對旁遮普省農作物的破
壞。去年印巴就曾遭蝗蟲入侵，兩國於6
月至12月舉行了五次會議，就應對蝗災威
脅交換信息。本月16日，《印度時報》報
道稱，這種聯絡將繼續下去。

57歲的比贊是一名醫學家，自
2017年起出任衛生部長至今，屬法
國現屆政府民望較高的官員之一，主
導法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她稍
早前曾表示由於需要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等重要事務、衛生部工作繁忙而無
法參選。但她最終仍改變態度接受了
黨內委派。她也因此受到了一些輿論
和反對派的攻擊。

涉發布鹹片俄藝術家被捕
退選的格里沃是法國總統馬克龍

親信，原本代表執政黨競爭巴黎市長
寶座。根據《費加羅報》1月底所公
布民調，他在市長候選人中支持率排
第三。本月12日晚，一個網站突然爆
出相信主角是格里沃的私密影片，及
他給一名女子的曖昧訊息，他因此退
選。外界普遍認為這將打擊執政黨3
月地方選舉選情。

自稱放出格里沃私密影片的俄羅
斯行為藝術家帕夫倫斯基（Pyotr
Pavlensky），15日在巴黎因去年年
底的一宗暴力行為被警方拘捕。16日
，警方就私密影片一事對他及其女友
塔德奧（Alexandra de Taddeo）進
行訊問。據悉，這段影片拍攝於

2018年，而塔德奧當
時是格里沃的婚外情
對象，也是被曝光曖
昧訊息的接收人。

「美式」隱私政治化惹議
14日，格里沃在視頻聲明中說

： 「遭無情打擊後，我決定放棄參加
巴黎市政選舉的候選人資格。這個決
定使我付出了代價，但你會理解，我
的重點十分明確：首先就是我的家人
！」 格里沃稱，他和家人數月來遭誹
謗性謠言攻擊，有人威脅要披露從他
那裏竊取的私人對話。

此事引發法國輿論嘩然，大部分
政界人士抗議指，這種用私密視頻作
政治工具的行為破壞民主制度。法國
人歷來自詡公私有別，認為利用公眾
人物的隱私來達到政治目的是恥辱；
政界人士視頻即便不雅，但因是私密
的，就無權公布，否則就是 「美國式
選舉」 。

帕夫倫斯基則聲稱，他曝光格里
沃的私密影片，是為揭露其 「偽善」
一面。他批評格里沃以家庭為競選籌
碼，標榜自己是個好父親，實際卻 「
說一套做一套」 。

帕夫倫斯基爭議行徑不斷。
2013年，他在莫斯科紅場用釘子把
自己的陰囊釘在地上，兩年後又縱火
焚燒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總部大門。
2017年他逃離俄羅斯，在法國獲政
治庇護，去年1月因向法國銀行巴士
底廣場分行縱火被判監。

「俄干涉選舉」陰謀論再起
有分析指，帕夫倫斯基對馬克龍

親信下手，或許是因為馬克龍的對俄
政策令反普京勢力不滿。馬克龍上台
後，曾高調邀請普京，在凡爾賽宮上
演法俄友誼的外交劇。但15日的慕尼
黑安全會議上，也就是格里沃宣布退
選的第二天，馬克龍警告稱，俄羅斯
將持續試圖通過干預選舉、操控社交
媒體與其他網絡戰手段來擾亂西方民
主。

馬克龍表示： 「我不是親俄派，
也不是反俄派，我只是親歐派。」 他
還指出，美國保守派極右勢力也干預
過歐洲的選舉。

◀比贊臨危受
命，接替格里
沃參選

法新社

▶受私密影
片風波影響
，格里沃14
日宣布退出
巴黎市長選
舉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及《每日郵報》
報道：法國巴黎下月將舉行市長選舉，衛生部長比贊（Agnes
Buzyn）16日緊急宣布參選，接替日前因性愛影片流出而退選的總
統親信格里沃（Benjamin Griveaux）。一名在法國獲政治庇護的俄
羅斯藝術家宣稱，是他放出格里沃的性愛影片，以揭露對
方的偽善，目前他與女友均被拘捕。

◀◀前政府發言人格里前政府發言人格里
沃沃（（左左））是馬克龍親信是馬克龍親信
，，他的退選對執政黨他的退選對執政黨
是一大打擊是一大打擊 美聯社美聯社

白思豪為桑德斯背書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華爾街

日報》報道：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黨內
提名之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美媒報道稱
，紐約市長白思豪放棄支持前任市長彭博
，為熱門參選人桑德斯背書。白思豪是首
位為桑德斯背書的2020大選參選人，他於
去年9月退出民主黨初選競爭。

桑德斯競選公告引述白思豪14日的聲
明，為桑德斯背書。白思豪在聲明中表示
： 「我和桑德斯站在一起，因為他和工人
家庭站在一起，一直都是。」 白思豪16、
17日與桑德斯共同亮相內華達州，為其預

熱宣傳。內華達州將於22日舉行初選，是
民主黨初選的第三站。桑德斯在前兩站均
表現不俗，不但在新罕布什爾州排名第一
，而且在艾奧瓦州得票最多，與布蒂吉格
難分軒輊。

另一方面，由於 「空降」 選戰並重金
打廣告，前紐約市長彭博成為眾矢之的，
近期也被翻舊帳，因為早前推行的 「攔截
盤查」 等政策飽受批評。桑德斯指， 「不
管這位億萬富豪願意花多少錢競選，如果
他曾經執行、主張、制定種族歧視的政策
」 ，就無法贏得選民支持。

▲東非蝗災已影響到印度與巴基斯坦，大
量農作物被毀 美聯社

公評世界
周德武

中美交鋒開闢新戰場
剛剛落幕的第56屆德國慕尼黑安全會

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僅因為十多位世
界首腦及100多個國家外長、防長與會，更
重要的是這次會議主題定為 「西方缺失」
。在百年變局的世界中，歐洲又一次站到
了十字路口。西方缺失了領袖，曾經的領
袖正拂袖而去，朝着孤立主義和 「美國優
先」 的方向 「一騎絕塵」 。歐洲人鍾情的
多邊主義被美國擱在一邊，大西洋兩岸共
同秉持的價值觀出現缺失。在中美兩個大
國面前，歐洲人雖不願意選邊站隊，但現
實又迫使他們必須做出有限的選擇，歐洲
缺失了迴旋的空間。

慕安會的台上坐着美國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台下站着全國人大前新聞發言人傅
瑩。兩人在互動環節的交鋒成了這幾天媒
體追逐的熱點。傅瑩用西方人能夠接受的
邏輯反擊了佩洛西對華為公司的指控：在
過去的四十年間，中國不斷接受美國的通
訊技術，從1G到4G，中國的政治制度反而
得以發展與強化，而一個最強大的民主國
家怎麼就脆弱到一家華為公司就可以一推
就倒的程度？當與會者對傅瑩的提問報以
掌聲的時候，其實聽眾心中有了答案。大
家在感嘆中國女高級外交官睿智的同時，
也襯托了美國頭號女政客的慌亂。筆者注
意到一個細節，當傅瑩站起來的時候，佩

洛西連忙低聲追問主持人，這位女士是否
來自中國。雖然傅瑩在中國家喻戶曉，但
佩洛西顯然並不認識。在佩洛西上個世紀
90年代作為眾議員頻繁訪問中國的時候，
傅瑩還是外交部一位司局級官員。把人權
與最惠國待遇掛鈎、指責中國出口勞改產
品都有佩洛西的一份功勞。在傅瑩出任全
國人大新聞發言人之後，她的曝光率大大
增加，在國際舞台的活躍度也同步上升。
即便如此，傅瑩依然沒能進入佩洛西的視
線。估計她這兩年的興趣點主要放在與特
朗普的鬥爭上了，在掃描公眾人物時出現
了許多盲區。面對傅瑩尖銳的提問，伶牙
俐齒的佩洛西亂了方寸。想必慕安會上的
短兵相接，讓這位女議長印象深刻，不好
好備課，光講幾句 「選擇華為參與5G基礎
設施建設，就是選擇了獨裁而非民主」 這
類空話，恐怕很難服眾，弄不好還會自討
沒趣。

除了佩洛西，美國務卿蓬佩奧、防長
埃斯珀也到來了慕尼黑。他們同台表演，
遭到了國務委員王毅的無情痛擊，他呼籲
美國 「放棄對中國的偏見與焦慮，不要相
互對抗和拆台」 。

雖然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許多問題上存
在着巨大分歧，但在遏制中國、打擊華為
問題上，兩黨具有高度共識。埃斯珀指責

中國通過華為採取 「邪惡戰略」 ；蓬佩奧
聲稱，西方國家在強力遏制中俄帝國野心
方面，即將取得勝利。但歐洲人並不這麼
認為，尤其在對待華為的態度上，不僅沒
有視之為 「邪惡」 ，相反卻張開雙臂歡迎
華為參與歐洲5G建設。

前不久，英國首相約翰遜頂着美國壓
力，做出艱難決定，允許華為有限參與英
國的5G建設，如天線和基站等，參與度上
限為35%，為此惹惱了特朗普，兩人一言不
合，特朗普掛了電話。約翰遜也隨即宣布
，3月初訪美計劃被推遲。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和德國、瑞士都
相繼宣布不會阻止華為參與5G建設。西
班牙更是在去年6月開通首個商用5G網絡
，而華為就是核心供應商。在美國的圍
追堵截中，華為終於實現了在歐洲的突
圍。

海外結成統一戰線不成，美國退回本
土繼續絞殺華為。2019年5月，美國政府將
華為列入採購黑名單，幾乎把華為推上絕
路。2月13日，美國政府又對華為提出新的
訴訟，指控華為與子公司合謀竊取美國的

商業機密與尖端科技，企圖 「對華為聲譽
和經營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顯示出美
國置華為於死地的戰略決心。

無論是順水推舟也好，還是順勢而為
也罷，總之，在中國全力抗疫這段時間裏
，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讓許多中國人看
着彆扭，雙方互不咬弦。王毅指出， 「中
華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族，大家給予的
每一份寶貴支持，我們都會銘記於心。
」 與美國企業、民間組織第一時間向中
國伸出援助之手相比，美國政府這次慢
了不止半拍。也許是中美貿易戰打得過於
慘烈，美國大選之年的政治過於敏感，合
作抗疫的良好願景正在被一些不和諧的音
符漸漸沖淡。這幾天圍繞着新冠肺炎疫情
，美國主流報章充斥着對中國政治制度的
攻擊和謾罵，對中國作出巨大犧牲、為世
界爭取時間遏制疫情的努力視而不見。相
反，美國報章開始了新一輪 「中國威脅論
」 的炒作，美國政府正醞釀新一輪的對
華打壓。

據2月15日《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
正在研究禁止向中國出口C919飛機的發動
機，擔心中國利用 「逆向工程」 加以仿製
，從而搶佔美國飛機市場。美國通用電氣
和法國賽峰集團組成的合資公司CFM，生
產着一款Leap-1C發動機，是C919的供應

商。2月20日，美國將召開跨部門會議提出
意見，2月28日，美內閣會議將最終決定是
否阻止這筆交易。如果白宮做出禁售決定
，將大大延緩中國C919的生產進程，畢竟
C919已經收到了1000架訂單，迅速找到替
代廠商並非易事。上一次美向中國頒發此
發動機出口許可證是2019年3月。通用電氣
擔心，一旦美國作出禁售令，中國不會無
動於衷，最後必然會在飛機訂單上反映出
來，這種損失是通用電氣無法承受的，但
公司的話語權在特朗普任期內越來越小，
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樹欲靜而風不止。中美不僅沒有在合
作抗疫方面建立新的信任，相反雙邊關係
又面臨新的變數。可以預料，如果美在發
動機和芯片等核心技術領域對華採取進一
步行動，兩國的貿易關係將會雪上加霜。
無論是去年香港的修例風波，還是當下正
在進行的全民防疫之戰，其實都是中華民
族邁向復興之路中的一段曲折經歷。常
識告訴我們，在走這段下坡路的時候，
最需防範的是被人從背後猛推一把。中
國在負重前行的時候，美國一些反華勢力
再次跳出來生事，他們會不會以中國履行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不力為由，再次對我們
下手？這是一個疑問，時間會等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