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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一輪巴以衝突已持續一個多
月，其外溢影響遠超以往。據路透社11月22日報
道，因不滿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
動，一些阿拉伯國家民眾自發抵制西方品牌，目前
已有數十家公司和商品「中槍」，大型連鎖快餐店
麥當勞等代表性品牌首當其衝。
報道稱，這場抵制運動針對的是被指親以色列
的企業，一些企業疑似與以色列有財務聯繫或在
以投資。西方品牌最初在埃及、約旦等地被抵
制，現時有跡像蔓延至科威特、摩洛哥等阿拉伯
國家，但響應程度不一，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
的西方品牌僅受到影響輕微。

埃及居民：不想雙手染血
在埃及，一些民眾認為這種抵制行為是表達他
們立場、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的最佳方式。31
歲的開羅居民哈米德正抵制美國快餐連鎖店和一
些清潔用品，他表示，即使他的行動不會對巴以

衝突產生巨大影響，「但這是我們作為他國公民
能做的最起碼事情，這樣我們就不會覺得自己雙
手染滿鮮血。」
麥當勞埃及辦公室一名員工說，埃及特許經營
店10月和11月的銷售額按年下降至少70%。埃
及商會聯合會在社媒發文稱，目前被抵制的歐美
品牌在埃及的經營方式，大部分為特許經營，商
店僱用的是埃及人，交稅給埃及當局，「對各品
牌的抵制只會傷害埃及人。」
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路透社記者走訪星巴
克、麥當勞和肯德基的7家分店，店內幾乎空無
一人。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星巴克一家分店的
工作人員表示，本周顧客數量大幅減少，但未提
供具體數字。
麥當勞是最早被列入抵制名單的標誌性美國快

餐品牌。此前麥當勞以色列分公司因向以軍提供
免費餐食引發爭議，儘管部分阿拉伯國家的麥當

勞分公司迅速發聲明與其撇清關係，甚至宣布為
加沙地帶提供援助資金，也未能將麥當勞從輿論
的漩渦中救出。星巴克也在公開聲明中強調，該
公司是非政治組織，並否認為以色列政府或軍隊
提供支持的傳言。

參與調停衝突的埃及方面，官員稱遵照原定
協議，臨時停火期從加沙地帶當地時間周

四上午10時開始，哈馬斯釋放的首批以色列人
質會在下午5時移交給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以
色列時報》報道，哈馬斯政治局成員馬爾祖克和
一名以色列匿名高官早前均確認該消息。

磋商人質能否接觸紅十字會
不過哈內格比周三晚通過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發
表聲明，強調關於釋放人質的談判還在進行，
「釋放行動將根據雙方最初達成的協議展開，不
會在周五之前進行。」
路透社周四引述一名以方官員解釋稱，今次延
遲是哈馬斯與參與斡旋的卡塔爾未能簽署協議，
因此協議需延遲24小時，以方對協議簽署後的

執行情況態度樂觀。」
法新社則引述巴勒斯坦官員消息稱，由於雙方仍

就釋放那些以色列人質及放人細節存在分歧，停火
協議需延遲。巴方官員表示，以色列和哈馬斯交換
了擬定釋放的人質及巴人囚犯名單，雙方還在磋商
人質獲釋進入埃及前，紅十字會能否接觸他們，被
囚人質能否與紅十字會接觸也需討論。

真主黨拒參與臨時停火協議
巴勒斯坦瓦法通訊社周三報道，以軍當晚襲擊
加沙地帶多處地點，包括加沙南部一處房屋及北
部和東部兩處住宅，造成多人受傷。以軍還對加
沙南部汗尤尼斯市東側，以及北部的拜特拉希亞
地區進行轟炸，據報拜特拉希亞遇襲目標附近有
8,000多名居民正在避難。

也門胡塞武裝首席談判代表薩拉姆周三表示，
胡塞武裝支持哈馬斯，也會在哈馬斯與以色列商
定的臨時停火期限內，暫停對以色列的軍事行
動。另一名胡塞武裝人員則向傳媒透露，在加沙
停火期間，他們會停止針對以色列進行導彈或無
人機襲擊，但若以軍對加沙展開任何軍事行動或
襲擊也門，他們會作出回應。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則引述黎巴嫩真主黨消息

稱，真主黨不會參與加沙臨時停火協議，以軍若
在黎巴嫩南部或加沙地帶採取任何行動導致局勢
升級，真主黨會展開攻擊。《以色列時報》報
道，以色列北部接壤黎巴嫩的上加利利地區，周
四上午發生本輪衝突以來最大規模火箭彈攻擊，
黎巴嫩向該地區發射約30至50枚火箭彈，其中
多枚被攔截，暫未有人員傷亡。

香港文匯報訊 以軍繼續在加沙地帶進行軍
事行動，加沙城希法醫院一名醫生說，該院
的院長和其他數名醫務人員已被以軍逮捕。
以軍同時下令加沙地帶的印尼醫院內的人員
在4小時內撤離。
希法醫院科長薩姆拉說，院長薩爾米亞和

其他數名高級醫生一起被捕。以軍稱，該所
加沙最大的醫院在被佔領前，曾被哈馬斯用
作指揮中心，但沒有提供確鑿證據。以軍近
期不斷圍攻希法醫院，院內出現殘酷的場
面，狙擊手連續多天向試圖從一幢醫療大樓
轉移到另一幢醫療大樓的任何人開槍射擊，

引發國際社會強烈抗議。

逼印尼醫院人員4小時內撤離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11月23日報道，加沙衞
生部門官員表示，以軍發出警告，要求印尼
醫院內的人員在4小時內撤離。印尼醫院此前
是加沙北部唯一仍在營運的醫院。為印尼醫
院提供支持的印尼慈善機構負責人穆拉德其
後表示，院內人員已全部被疏散，醫生和病
人都被轉移到拉法地區的歐洲醫院附近一所
學校。加沙衞生部門同日稱，印尼醫院的醫
療設施內停放着65具屍體，由於醫院被圍

困，他們無法埋葬屍
體。
巴勒斯坦瓦法通訊社

報道，以軍戰機周四轟
炸巴勒斯坦攝影記者阿
亞什在努塞拉特難民營
的房屋，阿亞什及其多
名家人喪生。保護記者
委員會稱，自10月7日本輪巴以衝突爆發以
來，已有至少53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被殺。
以軍同日襲擊加沙南部汗尤尼斯以東的5間房
屋，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及多人失蹤。

荷蘭極右勝出大選 黨魁反移民主張脫歐

香港文匯報訊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

織哈馬斯11月22日達成臨時停火協議，原定

最快周四開始釋放人質。然而以色列國家安全顧

問哈內格比周三晚突然表示，依照臨時停火協

議，雙方仍在談判釋放人質的細節，被扣押人員

不會在獲釋。以軍在協議還未正式生效前，繼續

在加沙地帶發動攻擊。卡塔爾周四稱，停火於

周五上午開始，同日下午釋放首批人質共

13名婦孺。

以軍拘希法醫院院長醫生

中東掀抵制西方品牌浪潮 麥當勞星巴克等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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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
軍周三（11月22日）在安理會巴以問題
公開會上發言，呼籲國際社會加大努力，
推動重振「兩國方案」的政治前景。
張軍表示，任何針對當前形勢的解決辦

法都不能悖離「兩國方案」，都應有利於
地區和平穩定。任何關於巴勒斯坦前途命
運的安排都必須徵得巴勒斯坦人民的同
意，照顧地區國家合理關切。聯合國應當
繼續為凝聚國際共識、推進和平進程發揮
積極作用。安理會要隨時準備就巴以局勢
採取負責任、有意義的行動，確保經得起
歷史和良知的檢驗。
張軍說，國際社會要加大努力，推動立

即停火止戰。安理會第2712號決議代表
了推動停火、緩和局勢的初始步驟，具有
重要意義，必須立即全面落實，從而實現
持久停火，避免更大人道災難。以色列必
須停止對醫院、學校等民用設施的軍事行
動，並遏制約旦河西岸愈演愈烈的定居者
暴力。中方歡迎卡塔爾、埃及等積極斡
旋，促成部分被扣押人員獲釋。中方支持
開展進一步外交努力，推動更多被扣押人
員盡早獲釋，希望這能為對話協商、恢復
和平開闢政治空間。

促開闢更多救援通道
張軍說，要加大努力推動全力保護平

民。中方強烈譴責在加沙地帶發生的明顯
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反對任何針對巴
勒斯坦平民的集體懲罰，反對強迫流離失
所和強制遷移。中方敦促以色列盡快解除
對加沙地帶的封鎖，全面恢復水、電、燃
油等基礎物資供應。中方呼籲緊急開闢更
多通往加沙地帶的救援通道，充分利用包
括凱雷姆沙洛姆在內的過境點，確保充足
的人道物資從各個方向無阻礙、高效率進
入加沙地帶。中方支持安理會在第2712
號決議基礎上就此問題採取進一步行動。
張軍說，巴以局勢牽動全世界的神經，中方一直

在為恢復和平作出不懈努力。11月21日，金磚國家
舉行擴員後首場領導人會晤。中國領導人就推動停
火止戰、實現持久和平安全全面闡述中方立場主
張，發出正義之聲、和平之聲，為緩和當前局勢和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指明方向。與會領導人共同呼籲
國際社會支持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推動實現
「兩國方案」。11月20日，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外
長聯合代表團訪華，就推動當前巴以衝突降溫、保
護平民、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同中方深入溝通協
調，一致認為國際社會應盡快採取負責任行動，防

止危機蔓延，重啟和談進程，實現中東地
區長治久安。

以續攻擊加沙地帶 卡塔爾稱13婦孺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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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風和主張類似特朗普的威爾德斯（右二）有望拜相。
美聯社

◆受傷巴童在醫院
等候接受治理。

路透社

◆以軍繼續
轟炸加沙地
帶。 美聯社

◆希法醫院院長薩
爾米亞和其他數名
高級醫生被捕。

資料圖片

◆埃及首都開羅一間麥當勞無顧客光顧。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 荷蘭11月22日舉行4年一度的國
會選舉，屬極右翼的自由黨在眾議院150個席位中
取得37席勝出，作風和主張類似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的自由黨黨魁威爾德斯有望拜相。不過向來持極端
反移民及反伊斯蘭立場的威爾德斯，若要尋求跨黨
派合作組成聯合政府，料需經過漫長磋商，多間傳
媒分析亦預計主張荷蘭「脫歐」的威爾德斯若成為
首相，料會給歐盟帶來新的衝擊。
在點算幾乎所有選票後，自由黨議席較上屆選
舉的17席多出逾一倍。由工黨和綠黨組成的左翼
聯盟取得25席排第二，看守首相呂特領導的執政

自由民主人民黨僅獲24席排第三，至於今年8月
成立、屬中間派的新社會契約黨則獲得20席。
威爾德斯曾公開主張荷蘭「去伊斯蘭化」，一

名巴基斯坦宗教領袖還曾對他發出追殺令。今次
競選期間，威爾德斯對伊斯蘭教態度稍為緩和，
但仍宣稱會關閉荷蘭的清真寺，並禁止婦女佩戴
頭巾。在外交方面，威爾德斯主張舉行荷蘭脫歐
公投、又或大幅削減荷蘭向歐盟繳納的費用，要
求歐盟阻止新成員國加入，他也反對荷蘭向烏克
蘭提供軍援。威爾德斯還將住房短缺等社會問題
歸咎移民湧入，揚言要嚴格管控邊境，結束「庇

護難民的海嘯」。
在籌組聯合政府問題上，新社會契約黨表明對
此持開放態度，代表自由民主人民黨參選的司法
大臣澤格里烏斯則不排除與自由黨談判，但反對
威爾德斯出任首相。
荷蘭將是繼瑞典、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後，另一
個由右翼或極右政黨執政的歐洲國家。美聯社及
《金融時報》認為，威爾德斯勝選料對歐盟造成
巨大衝擊，不過他的實際執政路線仍有待觀察，
例如立場極右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上台以來，在
移民等議題上的立場便明顯較選前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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