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时事新闻 微信：lswbwx 2020.7.31 星期五 编辑 张宇 美编 唐大江

自世界卫生组织 1 月 30 日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以来，这场始料未及
的疫情穿越寒暑，仍在全球范围内加
速蔓延。

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全
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达到 16558289
例，累计死亡656093例。此次疫情传
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
度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也犹
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世间百态。面对
可能要与病毒较长期共存的现实，人
们越发认识到，唯有团结协作、在抗
击疫情行动中做到“无问西东”，才能
最终打败共同的敌人。

聚焦此刻：一场远未
结束的疫情

半年前，新冠病毒尚少为人知。
如今，新冠疫情阴影已笼罩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
们共同面临的最大考验。”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说。

美 国 是 全 球 疫 情 最 严 重 的 国
家。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实时统计，截至 29 日，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已超过 440 万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 15 万例。统计数据显示，
自 1 月下旬报告首例确诊病例至累
计病例数达 100 万例，美国用了 99
天；而从 300万例增至 400万例，美国
仅仅用了 15 天。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实际
感染人数可能为官方统计数据的 6
至24倍。

作为世界头号经济科技强国，美
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领先的医疗
技术水平，且其疫情全面暴发晚于亚
洲和欧洲，有相对充分的准备时间和
别国防控经验作为参考。但美国国
内疫情蔓延之快、带来后果之惨重，
令全世界大跌眼镜。美国政府的“花
式抗疫”行为难辞其咎。专家们警
告，就现在的疫情发展趋势而言，到
11 月 1 日将有 20 万美国人死于新冠
病毒。

美洲大陆其他国家形势也不容
乐观。泛美卫生组织日前发布报告
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成为全球疫
情最严重地区。

欧洲地区疫情在严格防控措施
下趋于缓和，但自 6 月陆续“解封”以
来，多国疫情出现反弹。德国、奥地
利等国近期加强防控措施，重新要求
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对来自疫情
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旅客进行强制
病毒检测。

在非洲，疫情正加速蔓延，公共
卫生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在亚
洲，人口大国印度疫情蔓延速度近来
显著加快，确诊病例数突破150万；一
些东南亚国家疫情也处于上升状态，
新增确诊病例保持高位……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增加
100 万病例所需时间呈逐渐缩短趋
势。目前，一些国家的抗疫措施虽已
成功减缓病毒传播，但并未完全阻
断。随着部分国家和地区“带疫解
封”，新冠病毒在多地卷土重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坦言，现
实是残酷的，疫情远未结束。

回望半年：一面映照
万千的镜子

新冠疫情犹如热带雨林里的“蝴
蝶”，它扇动的翅膀在全球各领域引
发“海啸”。疫情也犹如一面镜子，映
照出“人类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
面”。

疫情大流行下，全球经济深陷泥

沼。世界银行 6 月预测，今年全球经
济将下滑 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
的经济衰退”。全球就业市场形势
严峻，企业倒闭、产业链断裂以及大
规模人口失业之严重程度远超预
期。

为遏制疫情蔓延，各国采取措施
限制非必要商业活动和个人出行。
但同时，生产和消费也受到严重影
响，民众生计压力陡增。为重启经
济，多国逐步推进复工复产，但由于
部分重启活动实施过快、民众执行
防疫措施不到位等，多地疫情出现
反复，防控措施不得不再度收紧，复
工复产和经济复苏之路再遇变数。

疫情之下，有人选择弥合分歧、
相互支持、团结抗疫，也有人选择与
众人逆向而行、与大义背道而驰。正
如谭德塞所说，这场大流行病展现了
人类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既有
坚韧、创新、团结和善良的感人行为，
也有污名化、虚假信息以及将疫情政
治化的丑恶现象。

人们看到，美国政府对外“甩锅”
他国，对内打压专业人士意见和建
议，致使其国内疫情日益严重。微软
创始人比尔·盖茨感叹，“无论如何衡
量，美国都是做得最糟糕的国家之
一”。路透社文章则直接点明，美国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糟糕应对，已经成
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最大风险。

更令全世界哗然和愤怒的是，在
各方携手防控、多国领导人呼吁团结
合作之时，美国政府悍然宣布将退出
世卫组织。日本《东京新闻》社论直
言，此举“令整个世界陷入危险之
中”。知名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主
编理查德·霍顿更是直斥，在全球面
临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关键时刻，美
方退出世卫组织无异于“耍流氓”。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
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
西斯·福山最近撰文说，成功应对大
流行病的因素包括国家能力、社会信
任和领导能力。有些国家具备全部
三个因素——称职的国家机器、得到
公民信任和倾听的政府以及能发挥
作用的领导人，这些国家表现出众、
损失有限。有些国家政府功能失调、
社会两极分化或者领导能力差，这些
国家表现糟糕，使其公民和经济暴露

在危险之中、不堪一击。他指出，美
国对此次疫情的反应非常糟糕，国际
威望严重下滑。

面向未来：一次关乎
生存和发展的“大考”

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
人类共同的敌人。半年来，在与新冠
疫情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类付出惨
痛代价，数十万鲜活生命倏然画上休
止符，数万家庭承受着离别之痛，数
百万人因社会秩序混乱陷入生活窘
境，无数工厂企业难以为继……

人们必须审慎思考，如何应对这
场 关 乎 全 人 类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大
考”。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
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

——旧“秩序”还是新常态？
小鹿走进日本商店寻找食物，海

狮爬上阿根廷的港口，美洲狮在智利
首都圣地亚哥街头奔跑……当人类
不得不自我“封禁”时，野生动物变得
越来越活跃。有科学家将这种现象
称作“人类暂停”。

显然，新冠疫情使人类生活发生
了巨大改变。统计显示，目前全球有
至少 45 亿人生活在保持社交距离的
政策之下。

世 界 何 时 能 走 出 新 冠 病 毒 阴
影？不少专家认为，新冠病毒目前尚
未从任何国家完全消失，应对新冠大
流行任重道远，未来人类可能要面对
与新冠病毒较长期共存的新常态。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直言，他不认为新冠
病毒能被“根除”。

如何走出疫情阴霾？世卫组织
明确指出，取得对新冠疫情的掌控
权，任何时候都不晚。负责任的政府
政策是一面，自觉的公民行为是另一
面。抗击疫情的努力中，每个人都是
自身行为的风险评估者和决策者，个
人责任同样不可推脱。人们需要继
续调整自己的日常行为，以最大程度
减少病毒传播。

人类能否重获往日“自由”？又
该如何与大自然以及大自然中每一
位“公民”更加和谐融洽地相处？《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
处秘书长伊沃妮·伊格罗说，新冠疫
情带来一个契机，让人类重新审视野
生动植物贸易领域的政策和措施，并
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全球化还是封闭化？
面对疫情，是各自为营有利，还

是团结作战有效？放眼全球，半年的
抗疫之战指出了面向未来的答案。

古特雷斯指出，全球范围内“错
误信息传播”愈演愈烈，当前应是一
个讲科学、求团结的时刻。

《柳叶刀》发表最新社论说，应对
疫情需要各国进行开放式协作，缺少
团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威胁。

以色列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三
部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新冠
疫情“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
机……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
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
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
恩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促使我
们为了共同利益采取行动，它契合这
个动荡时代的需求。

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
运共同体。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实践表明，国际社会唯有共同应
对、相互支持、团结协作，才能最终战
胜危机，维护人类共同家园。

穿越寒暑 无问西东
写在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半年之际

7月29日，佩戴口罩的行人走在日本大阪的人行横道上。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29日20时（北京时间29日19时），日本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29例，首次单日确诊超过1000例。

外媒称，新冠大流行使得全球
人类活动暂停、企业和工厂关闭，
同时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也大大
减少。一项研究通过地震仪进行
了监测，发现在全球范围内人为造
成的地面震动噪声降低了50%。

据埃菲社马德里 7 月 23 日报
道，这项日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的研究指出，2020年前几个月是有
记录以来地球最安静的时期。这
一研究由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研究
人员领导，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

（CSIC）专家也参与其中。
众所周知，人类活动会引发传

播到地球表面的震动，地震仪或多
或少连续记录到的频率在 1到 15-
20赫兹之间的振动与交通、火车或
工业活动等有关。

巴塞罗那地球科学研究所的
CSIC 研究员霍尔迪·迪亚斯表示，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科学家们从分
布在整个地球上的300多个记录站
收集了大量地震数据，并分析了从
新冠疫情导致的禁足措施开始前
的四个月到今天的上述频率范围
内的能量变化。

数据印证了在各大城市的街
道上看到的景象：由于人类活动的
急剧减少，今年头几个月由人类活

动引发的地震噪声减少了一半。
迪亚斯同时表示，可以观察到

的是，近几个月来噪声水平已逐渐
恢复，但尚未达到疫情暴发前的水
平。

报道称，为了拥有一个全球视
野，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之一、比利
时皇家天文台的研究员托马斯·莱
科克开发了一套分析系统，以统一
国际地震学界研究数据的标准。

来自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66 个
机构的 76 位研究人员由此展开了
协调研究。

CSIC 参与的是对巴塞罗那地
球科学研究所地震台以及分布在
巴塞罗那各大高校的 15 个地震台
站记录到的数据的研究。

迪亚斯强调说：“人为震动的
减少使我们能够识别出此前可能
不会引起注意的小地震的迹象。”
他同时表示，这项研究表明，地震
仪可以作为监测与地质无关的震
动过程的理想工具。

迪亚斯指出，由于这类仪器的
安装和维护并不难，并且成本也不
算过高，因此它们是研究地面震动
的人为和自然多重因素的不错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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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新冠疫情期间是有记录以来
地球“最安静”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