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屹 电话:5325920 5325924

国 际

1月 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
冠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发出该组织最高级别
警报。

报警百日，世界发生了未曾预料
的变化。世人日益明白，面对共同之
敌，人类是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内斗生危，团结则胜。

世界遭遇冲击

百日来，全球既有秩序面临损害
和挑战。

冲击之一，卫生防线承重压。
病毒凶猛，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呈

指数级增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医
护人员严重不足，个人防护装备、检
测工具、重症监护设备成为各国争抢
的稀缺资源。

冲击之二，经济秩序被破坏。
疫情严峻，多国被迫按下经济活

动“暂停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
示，今年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世
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说，疫情
引发的贸易波动幅度可能将与20世纪
30年代大萧条时期相当。

冲击之三，人际交流被阻隔。
疫情期间，握手、贴面、拥抱等

表达友好和感情的习惯不得不舍弃。

在公共场所，有形的安全指示线将人
与人隔开，无形的心理防线也让错身
而过的人们彼此躲避。

冲击之四，治理能力受考验。
为控制疫情，多国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甚至采取“战时”措施。但党
派之争、信任缺失、谣言纷乱，让防
控措施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有国家
因自身抗疫不力，试图“甩锅”他
国，让抗疫形势更加恶化。

人类面临难题

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疫苗和特
效药尚未出现，涉及病毒的众多流
行病学问题仍无定论。科研人员为
以上问题全力寻找答案时，更多难
题呈现。

难题之一，要生命还是要生计？
一方面，多国限制非必要商业活

动和个人出行，以减少人际感染风
险。另一方面，相关措施严重抑制生
产和消费，给民众生计带来压力。为
重启经济，多国宣布“解封”计划，
但“解封”后疫情是否会重回高点仍
是未知。

难题之二，要封闭还是要开放？
疫情带来恐慌，一些国家重启

“零和游戏”，强调“本国优先”。世

贸组织数据显示，多个国家和地区针
对医疗物资等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世
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指出，保障
关键资源跨境流通，才能保障抗疫

“生命线”。
难题之三，本土化还是全球化？
疫情下，个别国家以过度依赖全

球产业链及几个主要枢纽不利于本国
经济为由，要求企业回迁本土。然
而，全球化红利带来普惠，已启动的
全球布局让企业不愿也难以掉头。尽
管遇到新的难题，继续实施全球化战
略仍然是众多跨国企业的选择。

解局寻求启发

百日战“疫”，人类寻求新的启
发和机遇。

启发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更深入人心。

中国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
列，为研发病毒检测工具赢得时间；
多支医疗专家组万里驰援，为挽救生
命甘冒风险；科研工作者群策群力，
共同努力寻找有效治疗方法……大疫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世界是
一个命运共同体。

启发之二，数字化技术应用将
提速。

疫情期间，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获
得“意外收获”。居家隔离，使远程
办公、在线教育软件使用频率大增；
电商平台愈加走俏；远程诊疗代替上
门诊疗服务；数字娱乐、物联网等也
获发展契机。这些都显示，数字化技
术应用未来将提速。

启发之三，全球化需更具韧性。
疫情不仅引发对于如何提高产

业链抗风险能力的思考，也将促成
全球化朝着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未来，跨国企业或将思考供应链、
供应渠道多样化，在供应链中引入
更多参与方。

启发之四，多边治理重要性更加
凸显。

疫情暴发后，二十国集团在全
球危机应对和经济治理方面发挥重
要平台作用；世卫组织在领导和协
调全球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疫情
推动多个专门领域的国际组织展开
密切合作……疫情面前，多边治理
重要性更加凸显。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的时代，世界人民只要团结协作，努
力奋斗，必将携手走出新冠疫情的危
机和困局，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日内瓦5月7日电)

冲击 难题 启示
——写在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宣布百日之际 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6 日电 （记

者 陈俊侠 凌馨） 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6日说，全世界每年在
卫生方面的支出约为7.5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0％，但最好
的投资是在基本卫生保健层面促进
健康和预防疾病，这会挽救生命并
节省资金。

谭德塞在当天举行的视频新闻
发布会上说，全球目前已向世卫组
织报告超过350万例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和近25万例死亡病例。自4月初
以来，全球平均每天向世卫组织报
告约8万例新增病例。疫情在世界范
围内严重破坏了基本卫生服务，包
括基于社区的卫生保健服务。

他说，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当天发布了在新冠疫情背
景下各国如何维持基于社区的卫生
保健服务指南，其中包括有关在社
区层面维持基本服务、发挥社区卫
生工作者在应对新冠疫情中作用的
同时确保其安全等方面的实用建议。

谭德塞强调，按照目前趋势，
到2030年全球将有超过50亿人无法
获得基本卫生服务，这不仅会损害
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健康，也使全
球安全和经济发展面临风险。他
说：“如果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学到什
么，那就是现在投资健康会在以后
挽救生命。”

世卫组织强调
基本卫生服务的重要性

5 月 6 日，美国海军“蓝天使”
飞行表演队编队飞过得克萨斯州达
拉斯和沃斯堡地区。

当日，美国海军“蓝天使”特
技飞行表演队在美国南部得克萨斯
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多地进行飞行表
演，向当地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医
护工作者等致敬。

新华社发（田丹摄）

致敬医护人员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趋
缓，荷兰、比利时、德国、塞尔维
亚、波罗的海三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开
始逐步放松疫情管控措施。荷兰内阁
6 日通过一系列“解封”计划：11
日，包括美发店、按摩店在内几乎所
有的接触性行业都可以开放，但顾客
必须预约和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在
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咖啡馆、餐
厅、电影院和剧院等6月 1日起可以
开放，但最多只能容纳30人且人们须
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如疫情形势良
好，可容纳人数自7月 1日起可升至
100 人；如果到 9 月 1 日疫情发展向
好，健身房、桑拿中心、体育俱乐部
等可重新开放。荷兰首相马克·吕特6
日强调，以上措施需要在疫情得到控
制的条件下实施，谨慎开放比事后后

悔更好。
比利时国家安全委员会6日公布

从 11 日开始实施的第一阶段第二步
“解封”计划。商店自11日起将重新
营业，采取和超市相同的措施，如每
10平方米只允许一位顾客进入，且每
位顾客最长停留时间为30分钟；在火
车站、公交站、机场等场所，民众必
须戴口罩；酒吧、餐馆、咖啡馆以及
其他娱乐文化场所暂不开放；体育比
赛将暂停至7月31日；大型聚会和旅
行仍旧被禁止。

德国联邦与各州政府6日达成进
一步放松疫情限制措施的新协议。协
议规定，民众可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
员接触，所有商店在卫生、限流等条
件下可重新开放，医院、养老院等机
构在无确诊病例情况下可接受指定人
员探视，允许开展户外休闲体育活

动。各州可按各自情况，争取安排暑
假前返校复课，恢复餐饮住宿等经
营，逐步开放各类休闲娱乐场所。此
外，协议还规定，公共场合保持1.5米
社交距离及在部分场所佩戴口罩的规
定将至少持续至6月5日。一旦出现
地区性疫情暴发，当地必须迅速启动
限制措施。8月31日前仍禁止举办节
庆、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

塞尔维亚国民议会6日投票通过
解除国家紧急状态，并从7日起取消
宵禁。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在当
天的议会会议上说，根据专家建议，
塞尔维亚已经满足结束紧急状态的全
部条件。塞尔维亚政府网站6日发布
声明说，尽管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民
众仍须遵守防疫规定，包括在室内公
共场所佩戴口罩、禁止集会等。

拉通社6日报道，波罗的海三国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总理当
天举行视频会议，决定自本月15日起
开放边界，三国居民在本区域内可自
由往来。但三国以外的人员入境后仍
需隔离14天。

乌克兰政府4日决定将防疫隔离
措施再次延期至5月22日，但自11日
后将逐步开放公园、广场、美容美发
店、图书馆、博物馆以及除购物中心
外的批发和零售场所。乌克兰总理什
梅加尔6日表示，因受疫情影响，乌
不再举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大型纪念活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表示，俄各
地撤销防疫措施应因地制宜。有的地
区防疫措施可以缓解，有的地区防疫
措施要继续维持，甚至还要更严厉。
各地行政长官要根据专家建议和实际
情况实施每一项防疫措施。

欧洲一些国家逐步放松疫情管控措施

新华社伦敦 5 月 6 日电 （记者
张家伟）伦敦大学学院6日发布的一
项研究说，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遗
传多样性分析显示，这种病毒在
2019年年底可能已在全球广泛传播。

由该校学者领衔的团队分析了
来自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超过
7500个病毒基因组数据。研究人员
确认了病毒基因组中198个曾重复发
生的变异，从而探讨病毒在人群中
如何演变并逐步适应人类宿主。

他们发现，这些新冠病毒共享
的同一祖先来自2019年年底，这个
时间段正好可能是新冠病毒跳跃到
人类宿主的时间。

据伦敦大学学院介绍，这项研
究成果不但为了解疫情早期阶段病

毒传播的状况提供了线索，同时也
为寻找有效的疫苗和药物提供了新
思路。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变异的分布
并不均匀，病毒基因组中某些部分并
没有出现太多变异，这些区域对于疫
苗和药物研发来说是很好的靶标。

报告主要作者之一、伦敦大学
学院教授弗朗索瓦·巴卢说，在与病
毒的对抗中，一个主要挑战就是一
旦病毒变异了，疫苗或药物可能不
再有效，“如果我们把研发方向集中
在病毒基因组中那些不太容易出现
变异的部分，或许能开发出效用持
续很长时间的药物和疫苗”。

研究报告已刊登在《感染、遗
传与进化》期刊上。

研究显示新冠病毒
去年年底可能已全球传播

新华社东京 5 月 7 日电 （记者
华义）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
视台统计，截至7日 10时30分（北
京时间9时30分），日本24小时内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 105 例，累计确诊
15477例；新增死亡病例11例，累计
死亡577例。日本《每日新闻》6日
开展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66%的
日本人认为延长紧急状态“妥当”。

NHK电视台统计显示，6日东京
都新增确诊38例，累计确诊病例达

4748例。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6日
统计，日本已有4918人出院。截至6
日，日本累计检测188927人。

日本政府4日召开新冠疫情对策
总部会议，决定将全国紧急状态延
长到5月31日。日本《每日新闻》6
日进行的一项 1150人参与的电话调
查显示，66%的人认为延长全国紧
急状态“妥当”，35%的人认为能够
按目前计划于5月底解除紧急状态，
46%的人认为不能解除。

日本调查显示

多数日本人支持延长紧急状态

新华社新德里 5 月 7 日电 （记
者 胡晓明） 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维
沙卡帕特南地区一家化工厂7日凌晨
发生有毒气体泄漏事故，造成包括
两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在内至少6人死
亡，另有数百人中毒。

据印度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
当地时间凌晨3时左右，化工厂附近
的居民大多在熟睡之中。许多人因
无法忍受刺鼻的气味而跑到大街
上，一些人因眼睛灼热和呼吸困难
被送往医院。

当地警方说，有部分儿童和老
人被发现在家中昏倒。目前，有毒
气体已经扩散到附近 20 个村庄。

警方要求附近居民尽快撤离到安全
地方。

报道说，安得拉邦旅游部长拉
奥已抵达事发地协调救援工作，国
家灾难响应部队正在现场疏散人员。

据外电报道，这家化工厂的韩
国母公司LG化学7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毒气泄漏目前已“得到控制”，
公司正在想方设法为吸入毒气的人
提供快速治疗。与此同时，公司正
在调查毒气泄漏的具体原因。

印度这家化工厂成立于 1961
年，主要生产聚苯乙烯等产品。因
受新冠疫情影响，该工厂停产40多
天，正准备从7日开始复工。

印度安得拉邦化工厂
毒气泄漏致6人死亡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6 日电 （记
者 徐剑梅 邓仙来） 美国总统特
朗普6日表示，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
作组仍将继续工作，但工作重点将
转向安全和重新开放美国。

此前一天，白宫称考虑在未来
几周内逐步解散疫情应对工作组，
遭到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批评。

特朗普6日下午对媒体表示，在
得知美国民众对工作组的评价之
后，他改变了对工作组的看法，并

计划近期增加两到三名工作组成员。
不过，特朗普说，他仍打算在

“某个时间点”解散工作组。
特朗普还表示，新冠疫情是美

国“经历过的最严重袭击”，甚于
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和 2001 年

“9·11”恐怖袭击，但美国不可能无
限期实行“居家令”和关闭“非必
要营运”等防控措施。

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成立
于今年1月底。

特朗普称白宫新冠疫情
应对工作组将转移工作重点

新华社日内瓦5月6日电（记者刘
曲）国际护士理事会6日发表声明，呼
吁各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更详细、准
确记录医护人员感染和死亡数据，以防
止让更多医护人员置身危险之中。

国际护士理事会认为，医护人员
感染情况被低估了。理事会获得的相
关信息显示，目前全球至少有9万名医

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其中超过260名
护士死亡。

理事会认为，一些政府无法准确
说出医护人员感染人数，因为它们并
没有收集相关数据。缺乏准确的数据
导致感染率和死亡人数被严重低估，
使更多医护人员处于危险之中。

理事会收集来自30个国家的数据

显示，所有新冠确诊病例中平均有6%是
医护人员。根据目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
总数超过350万例来计算，这意味着被
感染的医护人员人数可能达到21万。

理事会呼吁各国政府系统收集医
护人员感染和死亡数据，并将数据汇
总至世卫组织。这不仅是对那些献出
生命的医护人员的尊重，也为解决新

冠检测和个人防护装备等基本防疫问
题提供信息。

国际护士理事会首席执行官霍华
德·卡顿说，由于缺乏个人防护装备和
应对大流行准备工作不力，医护人员
被置身于巨大风险中，统计这些数据
将帮助政府官员们致力于最重要的
事：拯救人命。

国际护士理事会呼吁

各国更详细记录医护人员感染和死亡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