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馬揚鞭，與時俱進 中國政府四家 維基新聞聯合編輯

金融部門聯合約談螞蟻集團

Chinese Wikinews Print Edition

庚子年丁亥月甲寅日 2020年11月 星期六
出版 / 第03号 zh.wikinews.org

美國總統選舉尚無結果 多地爆發抗
議活動

美國多個城市周三（4日）爆發抗議者示威活動。維基新聞聯合編輯

【2020年11月5日訊】美聯社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的數十名支持者星期三聚集在底特律和鳳凰城的計票中心，
密西根和亞利桑那這兩個關鍵州的計票結果對川普連任非常不利。與此同時，數千名反川普抗議者走上美國
各地城市的街頭，要求對尚未決定的選舉進行完整的計票。
在密西根州底特律，數十名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當地的計票中心門口，他們敲打玻璃窗並高喊「停止計票！」
密西根司法部長、民主黨人達娜·內塞爾（Dana Nessel）稱：「兩黨及公眾都有權查看計票過程，我們通過
健全的制衡體系，確保所有的選票都被公平、準確的統計出來。」
同樣，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抗議者穿戴支持川普的衣物在馬里科帕縣的計票中心停車場高呼「不要再偷票
了！」亞利桑那州共和黨人、美國眾議員保羅·戈薩爾（Paul Gosar）也加入了抗議人群。
幾名警察封鎖了計票中心的大樓入口，來自兩個黨派的觀察員在抗議活動中並沒有停止對選票的處理和盤點，

並且這一過程始終在進行直播。馬里科帕縣選舉部門的發言人梅根·吉爾伯特
森（Megan Gilbertson）表示，計票工作一直持續到深夜。在奧勒岡州波特蘭
市的抗議者在示威中提出多項訴求，包括警察暴行和計票等。
該州州長凱特·布朗（Kate Brown）動用了國民警衛隊。奧勒岡州法律規定，6
人或6人以上參與的騷亂和暴力行動即為暴亂，並視其為嚴重風險並「可引起
公眾恐慌」。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一些抗議者聚集在市政大樓外要求清點
每一張選票，這其中大多是反川普的抗議者，他們手持橫幅並通過麥克風高喊
口號。
此外，從紐約市到西雅圖，數千名示威者要求統計每一張選票。此前，在選舉
日投票結束後從華盛頓特區一直到西雅圖爆發了零星的抗議活動，但當晚沒有
發生大範圍的騷亂或重大暴力事件的報導。

與此同時，川普指責投票存在舞弊，川普總統和共和黨人分別就選舉存在的問題提出法律訴訟。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宣
布自我隔離
【2020年11月3日訊】 維基新聞聯合編輯

美國總統川普11月2日凌晨表示，
他可能在3日大選後開除防疫專家
佛奇。
川普是在佛羅里達州競選造勢活
動上宣稱此事的，期間他提及新
冠疫情話題，抱怨新聞媒體針對
疫情的報導。川普表示，11月4日
後不會有太多與新冠疫情相關的
消息。川普支持者隨後大喊「開
除佛奇」長達18秒。川普感謝了
台下支持者的建議，強調佛奇是
個好人，但迄今在新冠疫情方面
「錯了太多」。
佛奇此前在對《華盛頓郵報》的
專訪中，直指白宮讓沒有傳染病
相關訓練的神經放射科醫生參與
制定防控新冠策略。此外，他還
大讚白宮幕僚長馬克·梅多斯此前
坦承，政府已經放棄控制疫情蔓
延。
佛奇警告，除非「急劇改變」衛
生保健方針，否則美國將面臨
「非常巨大的傷害」。但白宮發
言人迪爾（Judd Deere）批評佛
奇稱，佛奇選擇在媒體上批評總
統，並藉著讚揚總統的競選對手，
讓大家知道他的政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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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3日訊】根據中國證監會的官方消息，11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
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對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董事長井賢棟、總裁胡曉明進行
了監管約談。
螞蟻集團已向《北京商報》記者確認，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與相關管理層接受了各主要監管
部門的監管約談。
另據21財經報導，在同日舉行的香港金融科技周「數字經濟中的央行角色」主題會議上，中
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後續如何在技術帶來的便利與風險中讓金融服務更安全，將是央
行高度關注的「重要命題」。
此前，馬雲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稱，銀行是當鋪思想，巴塞爾協議是「老年俱樂部」，在
金融行業引發巨大爭議。

考評局：中文科文憑試考生
混淆蘇軾和李白 維基新聞聯合編輯

【2020年11月5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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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評局出版的《試題專輯》總結了剛過去文憑試中考生的表現。其中在中文試題，不
同的試卷中出現了很多錯別字；有考生將蘇軾與李白混淆。

在中文寫作能力方面，《專輯》指考生引用篇章時，有考生誤將蘇軾、歐陽修視為李白、
杜甫；有的文章堆砌例子或舉例不當。

其中一道題要求考生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情況，能否「微笑以對」。有的考生以面對師長的
懲處為例，提到微笑給人「知錯能改」的感覺。而《專輯》則批評其 「於理不合」，質
疑被責難時仍嘴角上揚，談何歉疚。

至於閱讀卷，《專輯》指難度與往年差不多，但今年考生審題能力不足。很多人都是看完
題後就答題。有的人甚至抄襲原文，答錯題。《專輯》舉例部分考生未能分辨 「囑咐」、
「吩咐」和「叮嚀」的分別，對詞義的把握不準確。

而中文科部分考卷，其中有考生寫錯「壘」字，和「宗旨」寫錯為「忠旨」、「勇（踴）
躍」、「魚利（餌）」及「墨守繩（成）規」等；在中國歷史科試題，有考生將「無為而
治」寫成「無謂而治」、「開源」寫成「開元」、「孝文帝」寫成「考文帝」。

《專輯》還提到，網絡媒體的普及和圖像訊息的泛濫。很多人「看讀」文章而不是「閱
讀」，忽略了文中的細節。《專輯》建議考生廣泛閱讀，多關注時事，拓寬視野。

考評局在中史科《試題專輯》批評，考生將史實與張冠李戴混為一談，第二份試卷要求考
生說明漢代史學家司馬遷撰寫《史記》的背景和特點，有的考生誤認為宋代史學家司馬光。

當被問及清末婦女參加革命運動的情況時，有的考生誤認為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宋氏三姐妹，
包括有考生舉例何香凝從民國時期加入人大、政協，促進男女平等。

其中一份歷史試卷的必考題問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
弊」，引起爭議，最終考評局取消了這道考題。報告列明，這道分題將不會被列入《專
輯》。

考評局通識科《試題專輯》指，指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必答題「並無要求考生評價香
港現時的新聞自由狀況」，稱整體考生表現欠佳，只能從資料中較單一項目的數據歸納特
徵，稱部分考生未能分辨數據反映的是「意見」還是「事實」。

《Baby Shark》成為
YouTube觀看數最高影片

【2020年11月4日訊】 維基新聞聯合編輯

由南韓公司「碰碰狐」創作的英文兒歌《Baby Shark》在11月2
日擊敗了西班牙語的音樂錄影帶《Despacito》，成為了YouTube
有史以來觀看次數最高的影片。
《Baby Shark》因其可愛動畫造型、簡單重複的歌詞，及容易上
手的舞蹈動作，在兒童界爆紅；後又有多名韓國、歐美藝人翻唱
這首歌。這部MV有兩位兒童演員，其中一位是童星Elaine 
Johnston，她是9歲的紐西蘭韓裔蘇格蘭人。
由於這首歌的流行，這個版本的歌曲在網上掀起了舞蹈熱潮
（Baby Shark Challenge），同時被稱為「托嬰神曲」及「繼
《江南Style》之後的大事」。包括Blackpink和Red Velvet在內
的K-pop團體通過對歌曲和舞蹈的報導，特別是在他們的特色電
視節目和演唱會上，進一步傳播了這首歌曲。這首歌於2018年8
月開始在西方世界進行「病毒式」傳播。
相傳於1970年代出現的這首歌，起源於一首篝火歌或頌歌，2016
年由韓國媒體初創公司SmartStudy內的教育品牌Pinkfong製作，
由當時10歲的韓裔美國歌手Hope Segoine演唱，並於2015年上傳
到YouTube，目前已經播放超過70.4億次。
2019年7月，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的官員受到批評，因為他們在
海濱湖館外整夜連續循環播放《Baby Shark》，以此震懾露宿者。
2020年10月，俄克拉荷馬州一所監獄的兩名前拘留所官員和一名
主管被指控犯有虐待囚犯的輕罪和陰謀罪，因為他們強迫囚犯長
時間以高音量循環聽《Baby Shark》。
截稿時，《Baby Shark》在Youtube上的dislike次數目前為世界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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