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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媒報道，逾150名前總統
特朗普政府的官員，已組成名為「八年聯盟」的
組織，支持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競逐共和
黨2024年總統初選，他們擔心特朗普一旦重返
白宮，「立即成為跛腳總統」，因此選擇支持
德桑蒂斯。
「八年聯盟」最初由約100人組成，後來加

入的人愈來愈多，現已超過150人，包括前國
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長庫奇內利、法律辦公室首
席副助理檢察長顧問惠特克、曾在白宮國家安
全顧問團隊中擔任西半球事務高級主管的克魯
茲，以及多位前聯邦檢察官。聯盟主要目的是推舉
他們認為有可能贏得兩屆總統任期的候選人，他們在

德桑蒂斯身上看到這一點。此外，考慮到特朗普對美國政
治造成兩極分化的形象後，決定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宮，免得他當
選即變成「跛腳總統」。
對於這些前政府官員的行動，親特朗普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發言人菲弗說，這份所謂前特朗普政府官員名單從未在媒體或向
公眾公布，而部分人已在德桑蒂斯競選團隊工作。

傳彭斯下周宣布參選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前副總統彭斯計劃下周三正式宣布競

選美國總統，參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角逐。彭斯屆時將在
艾奧瓦州得梅因市發布競選視頻，並發表啟動參選的演講。當天
也是他64歲生日。

彭斯曾在眾議院任職十多年，擔任印第安納州州長4
年，2017年至2021年初在特朗普任內擔任副總統，其

間一直支持特朗普。但自特朗普角逐連任失
敗以來，他與特朗普的關
係愈來愈疏遠。彭斯曾表
示，特朗普在前年1月煽
動支持者襲擊國會，造成
他和家人處於危險之中。
彭斯目前在共和黨內的
支持率僅為個位數，遠低
於特朗普與德桑蒂斯。

逾150前特朗普政府官員
轉為支持德桑蒂斯

聯邦調查局（FBI）去年8月突擊搜查特朗普
的海湖莊園，帶走11份機密文件。美國司

法部認為特朗普私自取走密件，涉嫌違反《反
間諜法》等三項刑事罪名，去年11月任命史密
斯為特別檢察官，以處理對特朗普私藏密件和
前年1月國會暴動事件的相關調查。

取走文件時未解密 知法犯法
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作為總統，他取走文件的瞬間，文件就自動被解密，但司法部不認同這說法。檢方最新取

得的錄音或將「用特朗普的話反駁特朗普」，證明他知道取走的文件並未解密，屬知法犯法。
據CNN報道，該段錄音是特朗普前年7月在新澤西州一個高爾夫球俱樂部，與兩名正撰寫前幕僚長梅
多斯自傳的作家聊天，為梅多斯的書提供資料，當時還有兩名特朗普助手在場，所有人均沒有接觸機
密文件的權限。在錄音中，特朗普稱自己掌握的文件包含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起草的攻擊伊朗
計劃，表示該文件證明米利是真正想對伊朗發動襲擊的人，自己很希望能分享文件，可惜它仍處
於加密狀態。知情人士表示，錄音涉及伊朗文件部分長約兩分鐘。

特朗普競選團隊批政治迫害
特朗普競選團隊發言人指責報道是一場政治迫害，旨在激化緊張狀態，推動媒體對特
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持續騷擾，抨擊「司法部繼續干預總統選舉是可恥的，應
立刻終止這種毫無意義、浪費納稅人錢的調查」。
曾在美國國防部總法律顧問團隊任職的前檢察官古德曼表
示，CNN這篇「重磅」報道，改變了機密文件案的檢察官調查
方向，根據《反間諜法》規定，特朗普將被指控從事間諜活
動。
古德曼在社交平台發文稱，報道顯示特朗普前年7月
與數名缺乏適當安全許可的密友，討論他持有一份詳

細說明可能對某國發動襲擊的機密文件，「戰爭計劃是最機 密

的文件之一，這段錄音會給司法部施壓以起訴特朗普，也會向陪審團施壓最終判定特朗普從事間
諜活動。」

傳錄音證據流出 承認握有美攻擊伊朗計劃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政府為加強
打擊吸煙，要求煙草商在每支香煙上
印上警告字句，開創全球先河。

冀吸煙者比例降至5%以下
新規定將於今年8月生效，並分階
段實施。到明年4月底前，所有煙草
產品的包裝上都要貼上新的警告標
示；明年7月底前，凡是特大號包裝
的煙，每支都要印上警告，隨後範
圍會擴展至普通尺寸的煙和其他煙
草產品，直至2025年4月完成整個
計劃。
加拿大政府稱，會致力協助成年煙

民戒煙，並避免年輕人對香煙上癮，
當局希望2035年前能令全國吸煙人
士比例降至5%以下，在每支煙上印
上英文和法文警告便是計劃一部分。
當地衞生官員表示，此舉能令吸煙者
無法避開警告。
在2000年代初，加拿大開始強制

規定香煙包裝上印有警告圖片標籤，
之後成為各國參考對象，不過圖片設
計在過去十年已沒有更新。加拿大癌
症協會高級政策分析員坎寧安認為，
新措施創下全球先河，形容煙民無法
忽視警告，希望可帶來實際變化，並
期待各國可以跟隨。

加國每支香煙印警告字句 全球首地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6月1日
在社交媒體表示，他在新冠病毒檢測轉陰性4
天後復陽，但他感覺良好。
李顯龍在上月22日首次確診新冠，6日後檢
測結果轉為陰性，今次是他受感染後不到兩周
時間再次檢測結果呈陽性。李顯龍表示，醫生

稱這是感染後的反彈現象，發生在5%至10%
的病例中。雖然與最初的感染相比風險並不
高，但仍有傳染性。醫生建議他自我隔離，直
到檢測結果呈陰性，因此他取消原定6月1日
出席的公開活動行程，還將缺席今天與澳洲總
理阿爾巴尼斯的雙邊會談。

李顯龍新冠檢測轉陰4天後復陽

香港文匯報訊 澳洲一名戰功彪炳的退役軍人，被3家
報社揭露他在阿富汗服役期間虐殺平民，以及涉及家暴
和欺凌同袍，該軍人提出民事訴訟指控有關媒體誹謗。
經過長達逾110天的訴訟，法官6月1日裁定原告敗訴，
他也由「戰爭英雄」淪為「戰犯」，身敗名裂。
44歲的史密斯曾是澳洲精英部隊「空降特勤隊」成
員，他於阿富汗服役期間，在追捕塔利班一名高級指揮
官時表現「格外英勇」，獲頒澳洲最高軍事榮譽「維多
利亞十字勳章」，還曾在白金漢宮獲英女王伊利沙伯二
世接見，是澳洲知名度最高的軍人之一。

控告3報社誹謗敗訴
但澳洲《世紀報》、《悉尼先驅晨報》和《堪培拉時
報》於2018年報道，指史密斯涉嫌在阿富汗謀殺6名手無
寸鐵的囚犯。報道稱史密斯曾把一名手無寸鐵的阿富汗平
民踢下山崖，並命令下屬朝對方開槍。史密斯還曾槍殺一

名裝有義肢的男子，事後還把對方的義肢帶回澳洲，當作
與其他士兵喝酒時的盛酒工具。報道同時揭露史密斯曾在
堪培拉一間酒店暴打其情婦，並參與欺凌軍中同袍的行
為。
史密斯否認指控，並對3間報社提出誹謗官司。史密斯
的律師團隊稱，報道所指的5宗殺人事件均發生在交戰期
間，第6宗根本是無中生有。然而法官貝斯卡諾6月1日
表示，3間報社已證明指控當中有許多「基本上屬實」，
家暴指控則未完全獲得證實，故此裁定史密斯敗訴。
這項判決被認為是澳洲新聞自由的一大勝利，案中被告
之一的記者麥肯錫在社交平台Twitter發文說：「正義。」
此案成為澳洲歷時最久的誹謗官司之一，先後有40名
證人出庭作證，描述澳洲特種部隊黑暗一面。當地媒體
估計，這宗訴訟花費高達1,600萬美元，是澳洲史上金
額最高的誹謗案之一。代表媒體的律師團表示，他們稍
後會尋求史密斯支付辯方律師費。

虐殺平民等報道「基本屬實」 澳「戰爭英雄」身敗名裂

香港文匯報訊 熱帶風暴瑪娃6月1
日逼近日本沖繩，那霸機場宣布關閉，
取消至少300班航班，約2萬人受影
響。瑪娃是西北太平洋本年至今威力最
強的熱帶氣旋，為沖繩帶來強風暴雨。
瑪娃1日集結於宮古島東南方，朝東北
偏北移動，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30
米、最大瞬間風速每秒40米。日本氣
象廳早前預計瑪娃2日會登陸沖繩本
島。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由於瑪
娃周圍潮濕空氣流入，造成鋒面活動旺
盛，西日本及東日本到6月3日前都可
能降下大雨。
沖繩縣政府已針對南城市等4市町村
發布警戒等級次高的「避難指示」。
沖繩縣所有公立中小學校6月1日停
課，當地多個景點已於1日下午開始關
閉，包括著名的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
海水族館等。

熱帶風暴瑪娃撲沖繩 逾300航班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 俄羅斯早前將德國駐俄外交
使團和相關機構的工作人員數量限制在350
人，從6月初開始實施。德國外交部發言人伯
格5月31日表示，德國要求俄在今年底前關閉
4個駐德總領事館。俄外交部回應說，德國的
決定不友好，將進一步破壞兩國關係，又稱俄
方將採取行動回應德方的挑釁措施。

據德媒報道，屆時俄仍可保留位於柏林的駐
德國大使館和一個總領事館。目前俄在德國開
設有5個總領事館，分別位於波恩、法蘭克
福、漢堡、萊比錫和慕尼黑。 德外交部還宣
布，鑒於俄限制措施，將於11月關閉德國駐
俄的3個總領事館，分別位於加里寧格勒、葉
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亞。

德要求關閉4總領事館俄斥挑釁破壞兩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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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法
斯為特別檢察官
前年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多

宗官司纏身，其中涉嫌私藏機密文件一案

的調查出現新進展。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 5月31日報道，正調查此案的特

別檢察官史密斯已獲得最新證據，在一段前

年7月的錄音中，特朗普承認握有美國可能對

伊朗發動攻擊的文件，但因該文件「仍處於

加密狀態」，無法與他人分享。消息人士認

為，這段錄音或成為起訴特朗普的重要證

據。前檢察官古德曼指出，戰爭計劃是最

機密文件之一，特朗普或會被控從事間諜

活動。

特朗普私藏美戰爭密件 或被控間諜罪

◆沖繩巿面橫風橫雨。 美聯社

◆在加國出售的香煙
每支都需印上警告字
句。 網上圖片

◆特朗普在錄音稱自己掌握的
文件中包含米利（圓圖）起草
的攻擊伊朗計劃。 路透社

◆史密斯（左）與其他士兵用阿富汗平民義肢
喝酒。 網上圖片

◆ 史密斯曾在白金漢宮獲英女王伊利沙伯
二世接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