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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南非最大城市約翰內
斯堡市中心一幢5層高建築物8月31日
發生大火，造成至少74人死亡及52人受
傷，據報死者包括至少12名兒童，建築
物約有200人居住，很多都是非法霸佔
的無家者。
當地緊急部門表示，火警在凌晨約1
時30分發生，現場是約翰內斯堡市中心
的亞伯特街與戴弗斯街交界。消防員接
報後緊急趕往現場疏散民眾，多人被困
在起火建築物中，由於建築物內堆滿雜
物，增加逃生與搜救難度。消防員花了
約3小時才控制火勢，但現場仍冒出大
量濃煙，當局展開搜救行動，預料死亡

人數會進一步上升。
現場影片顯示，事發時建築物低層冒

出大量橙色火焰，數十人逃到戶外，部
分窗戶有床單等布料懸掛在外面，可能
是有居民藉此爬落樓逃生。緊急部門發
言人穆勞齊說，事件中有多名傷者需送
院治療。暫時未知起火原因，但有跡象
顯示有人在建築物內生火取暖，他說，
「在我工作20多年來，從未見過這種慘
況。」中國駐南非約翰內斯堡總領館表
示，經與南非警方核實，此次火災事故
中沒有中國公民傷亡。
當地傳媒報道，涉事建築物並非正規

住宅大廈，被大量無家者及來自非洲的

移民霸佔。今次是自本年6月以來，約翰
內斯堡第4宗老舊建築物大火。南非總統
拉馬福薩表示這是「一場巨大悲劇」，
他向這宗火災中遇難者的家人表示慰
問。

南非無家者聚居地大火74死52傷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8
月31日向首相蘇納克遞交辭職信，首相
辦公室隨即宣布由能源安全大臣沙普斯
接任。蘇納克感謝華萊士過去多年的貢
獻，稱理解他希望辭任的意願。
華萊士7月受訪時，已預告會在9月內
閣改組前辭任，且不會角逐連任國會議
員，意味將退出政壇。他在8月31日提

交給蘇納克的信中表示，辭職後要「投
資在我忽略的生活部分，並探索新的機
會」。他表示會繼續支持政府，並再次
呼籲政府不要削減國防開支。

在任時間最長保守黨籍防相
53歲的華萊士是英國前首相約翰遜的

支持者，2019年獲提拔為國防大臣，首
相其後換成特拉斯和蘇納克，但華萊士
一直留任，是在任時間最長的保守黨籍
防相。華萊士任內經歷俄烏衝突爆發，
在他領導下，英國大力支持烏，包括提
供反坦克武器和射程逾250公里的「暴風
影」巡航導彈等。但他拒絕提供烏一直
最想取得的戰機，理由是英國戰機太複

雜，現在還不是合適時候。
華萊士7月在立陶宛出席北約峰會時，

提到烏應該對西方軍援表達感激。他表
示自己曾乘車11小時前往烏，然後收到
一份武器清單。他向烏表明「我們不是亞
馬遜」，意指西方武器不是烏想要多少便
有多少。華萊士也曾公開表態有意接任
北約秘書長，但由於美國不滿英國與荷
蘭私下自組聯盟，助烏取得美製F16戰機
及提供訓練，華萊士不獲美國支持最終
退出競爭。
沙普斯8月31日表示，他很榮幸獲任

命為國防大臣，並對華萊士為英國國防
和全球安全作出的貢獻表示敬意，稱英
國將繼續支持烏對抗俄羅斯。

英防相辭職 能源安全大臣沙普斯接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泰國傳媒報
道，即將卸任的泰國看守副總理威
沙努以代理司法部長的身份表示，
他已收到前總理他信（圖）向王室
申請特赦的文件。
威沙努 8月 31 日接受傳媒採訪
時，拒絕透露申請是由他信本人抑
或其家屬提出，也沒有透露申請是
否涵蓋他信合共被判8年監禁的全
部3宗案件。威沙努僅表示這是針
對個人的赦免，而不是通常為紀念
某些特殊日子而授予的許多王室赦
免和減刑的一部分。
威沙努說，他在審視申請內容後，

會轉交總理賽塔。按照程序，總理之
後會將請求再轉交給國王哇集拉隆
功，目前無法確定特赦程序將於何時
完成。
在海外流亡多年的他信於8月22日

返回泰國，隨即前往監獄服刑，但入
獄不足一天就因高血壓等健康問題送
院。有政黨表明，他信曾經4次因為
涉及貪污被定罪，嚴重損害國家治理
和聲譽，反對他信獲得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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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颶風「伊達利亞」8月
31日登陸美國佛羅里達州，帶來狂風暴
雨，導致至少兩人死亡，逾48萬戶斷
電。佛州墨西哥灣沿岸住宅區被洪水淹
浸，有居民被迫從窗戶「游出」住宅逃
生。「伊達利亞」其後減弱為熱帶風
暴，席捲佐治亞州後逼近南卡羅萊納州
和北卡羅萊納州。
「伊達利亞」肆虐佛州期間，多地有

大量樹木被吹倒，許多住宅屋頂和小型
車輛被捲走，加上受罕見超級滿月潮汐

牽引，颶風所到之處引發更高的風暴
潮，多地淪為澤國，不少居民需緊急前
赴高地避難。墨西哥灣水晶河鎮居民亨
利夫婦原本不願離開家園，但暴雨引發
洪水淹至窗戶，他們只得趕忙逃生，
「洪水來得很快，我們基本上是從窗戶
游出」。
「伊達利亞」預計當地時間9月1日下

午抵達南、北卡羅萊納州東岸，兩地政
府已向沿岸多處發出警報，提醒居民注
意風暴潮及可能出現的龍捲風。

「伊達利亞」登陸佛州釀兩死 居民游出窗戶逃生

《金融時報》取得英國內政部的文件
顯示，當局希望在全英範圍內部

署新的生物識別系統。文件特別強調當局
對AI技術「非常有興趣」，認為該技術可
以有效處理人臉數據，配合內政部現有的
閉路電視系統和相關技術，快速投入使
用。報告還特別強調，擴大人臉識別技術
適用範圍是英國警方首要任務，從而預防
和偵查犯罪、尋找通緝犯並加強保安。

商場安裝閉路電視暗中測試
英國警方近年已多次在大型活動期間，

暗中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從英王查爾斯三
世加冕典禮，到最近幾年的諾丁山嘉年華
等活動期間，警方已就人臉識別軟件進行
了數次測試。英媒還披露，倫敦警方就曾
在包括購物中心等公共場所，安裝閉路電
視暗中試驗該技術。
《金融時報》指出除警方外，不少學校

和私人企業也悄悄利用這項技術。報道提
及倫敦國王十字車站的部分商舖業主就與
倫敦警方合作，暗中用人臉識別技術掃描
顧客，讓警方尋找可疑人士，直至被傳媒
曝光後，商舖才停用該技術。
英國國內對當局濫用人臉識別技術有不

少反對聲音。倫敦市前副市長、大律師賴
德去年進行一項獨立法律審查便發現，英
國現有規管人臉識別技術的法律依然不
足，尤其缺乏保障人權、避免侵犯公民私
隱、遵循平等原則相關的法規。報告明確建
議在相關法律完善前，英國政府應暫停使用
人臉識別技術，尤其不應進行實時監控。
然而英國國家警務首席科學顧問泰勒卻
堅稱，他「強烈支持」執法部門繼續開發
應用人臉識別技術。被問及現有技術存在
涉嫌侵犯私隱、無法準確分辨少數族裔人
士等問題時，泰勒僅表示對該技術的潛力
充滿信心，堅稱只要實施嚴格的數據保護
協議，「我們就能在公共安全和個人私隱
權之間取得平衡。」

劍橋研究：無法達最低道德標準
劍橋大學去年一項研究則指出，英國警
察使用實時人臉識別技術時，無法達到最
低道德及法律標準。研究小組發現，英國
警方隱瞞了如何使用該技術的數據和人口
統計資料，且技術精確度有限，不排除引
發種族偏見問題。按照現有法律，警方甚
至未必要對該技術造成的傷害承擔責任，
凸顯問責制度亦欠完善。

聲稱他國濫用技術侵犯人權 自身卻計劃利用AI提升系統

英擴大人臉識別技術應用顯雙標

◆ 建築物冒出火焰及
大量濃煙。 路透社

◆劉德華將於Roy Thomson Hall接受
「特別貢獻獎」。 成小智攝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成小智多
倫多報道）加拿大最大規模的多倫多國
際電影節（TIFF）今年面對荷里活演員
和編劇雙重罷工的衝擊，但仍能吸引超
過70個國家和地區的60部電影參展。
今年電影節湧現過往少見的炒賣熱潮，
其中一些熱門電影更成為炒賣對象，每
張票價被炒高至超過1,000加元。香港
藝人劉德華獲今年TIFF頒授「特別貢
獻獎」，表揚他歷年對演藝界的貢獻。
現在距離TIFF展開尚，於當地時間

有6天，一些荷里活電影的門票繼續炒
賣，其中以記錄了2021年遊戲零售連鎖
店GameStop股票炒賣事件的《玩謝華爾

街行動》最受關注，這部電影首映門票在
全球最大網上二手票交易平台StubHub
的轉售價已升至1,300加元。TIFF官方售
票網站Ticketmaster展示首映門票已售
罄，其他場次只剩餘較次座位，每張售
價119加元。另外，以薩摩亞足球隊為
主題的《Next Goal Wins》門票轉售價是
417加元。

劉德華首位華人獲頒「特別貢獻獎」
電影製片人阿德拉卡在社交網站抨擊

售票網站Ticketmaster助長炒風，導致
很多受歡迎的表演成為炒賣對象，好像
上月開售美國著名女歌星Taylor Swift

明年多倫多演唱會門票引起狂熱炒風，
便曾遭強烈譴責。維多利亞大學經濟學
教授考蒂表示，現在問題焦點在於很多
購得門票的人並不打算入場觀看，只準
備以高價轉售門票。考蒂認為阻止這種
行為的方法是推行實名制，即是像機票
一樣必須在購買時登記姓名，不得把門
票轉售獲利。
劉德華將於9月15日出席電影《紅毯
先生》在TIFF舉行的全球首映禮，並
且接受「特別貢獻獎」這項榮譽。劉德
華是首位獲得此殊榮的華人，TIFF稱
讚他是一名傑出的全方位藝術家，不但
在從影40多年來的超過160部電影留下

深刻的角色，還積極扶持年輕演員及新
導演，為華人電影努力。
第48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將於香港時
間9月8日至17日舉行。

多倫多電影節現炒票潮 首映門票高達1300加元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經常指中國「大規模利

用人臉識別技術『侵犯人權』」，然而真正試

圖擴大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範圍的，正是英國本

身。《金融時報》8月30日披露，英國政府計

劃在未來一年至一年半內提升人臉識別系統，

更鼓勵公司利用人工智能（AI）推出新技術，

讓警方更快篩查民眾，找出特定對象。英國一

面毫無依據聲稱他國濫用人臉識別技術，一面

不顧專家的多番警告，堅持擴大具爭議的技術

應用範圍，明顯是雙重標準。

◆佛州基頓海灘有房屋被毀。 美聯社 ◆部分居民出門需穿過泥濘。 網上圖片

◆英警被揭在最近幾年的諾丁山
嘉年華活動期間暗中測試人臉識
別軟件。 網上圖片

◆搜救人員在現場發
現多具屍體。 法新社

◆華萊士 ◆沙普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