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感恩节旅行人数暴增
福奇预测病例数再飙升

    本报特稿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

多名卫生专家日前警告，在感恩节后的数周，
新冠确诊病例恐激增，敦促人们不要外出旅

行。但根据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的数据，当
地时间 11月 30日，全美共有 118万人通过

机场安检，是 3月疫情暴发以来最高。
据报道，目前美国已有逾 1350万例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 26.7万人死亡。首席传染病专

家福奇还预测，未来数周，美国确诊病例或

“升上再升”。他说：“我们不想吓坏人们，但这
只是现实。”

据统计，11月 20日至 11月 29日期间，
有 947万美国人经过机场安检，各地机场人头

攒动。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选择自驾出游。
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成员黛博拉·伯克

斯表示，与一群人一起旅行或庆祝节日的人，

“都需要假设你已被感染”，应该进行检测，并

在室内戴口罩。感恩节过后的感染人数，可能
会是 5月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后的“3倍、4

倍甚至 10倍”。
另一方面，美国莫德纳公司 11月 30日

表示，已经向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提交
了新冠病毒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该公

司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第一批疫苗最早将于

12月 21日开始接种。

美国政府目前仍在讨论民众接种疫苗的
优先次序，卫生部助理部长吉罗伊尔预计，首

批疫苗将让医护人员接种，其后是养老院院
友和员工，以及其他高风险群体，其他民众可

于 2021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接种。

澳大利亚3?以来
首批留学生入境

    新华社上午电 澳大利亚因新冠疫情 3

月关闭边界以来，首批获准入境的留学生 11

月 30日乘包机抵达澳北部达尔文市。

这批学生共 63人，来自中国、印度尼西
亚、日本、越南等国家，是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的学生。他们从新加坡出发，搭乘学校包机抵
达达尔文。

这批学生将在政府指定隔离设施度过

14天，然后才可以前往校园及在当地活动。
这批留学生入境是澳政府试点项目，旨在重

启对澳经济十分重要的留学生教育产业。

澳大利亚去年有近 96万留学生，留学生
教育产业在 2018至 2019财年为澳大利亚创

造大约 270亿美元收入。由于疫情暴发，澳大
利亚 3月 20日起仅允许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入境。澳高校收入受重创，撤销数以千计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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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周末，刚刚迎来防疫封禁措施的法

国就乱套了。28日，法国 70多个城市爆发针
对“整体安全法”和警察暴力执法的大规模游

行抗议活动，并在巴黎等地引发警民冲突。
对此，美英媒体似乎很乐见法国街头“美

丽的风景线”，不惜将街头暴力合法化。刚刚
经历恐袭，仍在疫情中挣扎的法国政府和民

众陷入了又一个困境。

一部法律引发血案
英国媒体 11月 29日报道的标题别有意

味：巴黎抗议期间，一名叙利亚战地摄影师

“被警察打伤”。报道称，这位来自叙利亚阿勒

颇、好不容易逃离战火的记者本应在法国得

到应有的保护，享受应有的自由，却被警察用
警棍打断了鼻梁，血流如注。

这是一则很能撩拨大众情绪的故事，同
时也在不少法国人心头火上浇油。在过去这

个周末，法国多地民众走上街头，对马克龙政
府着力推动的“整体安全法”以及频发的警察

暴力进行抗议。

在巴黎，法国内政部统计称有 46000余
人上街示威，并在巴士底广场附近爆发冲突。

示威者制造路障，甚至向警察投掷爆炸物，警
方则发射催泪弹回击。巴黎一些街道上的汽

车被点燃，公共设施也受到破坏。
“整体安全法”引发争议主要

原因有二：一是让部分人感到有可

能“被搜捕、被跟踪、被监
视”的恐惧，二是法律

对警察的保护条
款，让新闻

界感到无法对警方的暴力执法进行监督。“整

体安全法”草案的第 24条规定，不可在警察
执法时对其进行有可能暴露身份、或危及其

人身或精神安全的拍摄，否则将面临一年监
禁和 45000欧元的罚款，传播者也不例外。

目前这一草案在国民议会虽然得到通
过，但由于舆论压力巨大，法国议会多数派政

党 11月 30日决定“彻底重写”激起极大反响

的“整体安全法”第 24条，以尽快平息当前紧
张态势。但执政党党团领袖称，这不意味着撤

回或中止相关法案。

法国民意趋向保守
此前，一起警察暴力执法事件被曝光引

发热议。巴黎一名黑人男子 11月 21日深夜

没有按照防疫规定戴口罩上街，他在看见一
辆警车后迅速返回工作室。但多名警员尾随

而至，在工作室入口处殴打他，持续大约 5分
钟。媒体爆出视频后，4名涉事警察已被法国

国家警察监察总局拘留。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这一事件“令人无法接受”，让法国“丢脸”，并
表示“法国绝不容许散播仇恨和种族主义”。

但这绝不代表马克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治安的问题上全面妥协。自“黄马甲”运

动以来，警民冲突虽时有发生，马克龙却一直
拒绝使用“警察暴行”的提法，并坚决“撑警”。

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尤其是频繁
发生的恐怖袭击让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反思自

由与安全的关系。仅仅最近两个月，先是《查
理周刊》编辑部再次因宗教漫画遭到袭击，两

人重伤；再有中学历史教师帕蒂因授课内容

惨遭斩首，震惊整个法国和欧洲；随后，尼斯

一座教堂遭遇恐袭，3人被杀身亡。
频发的血案令法国社会不寒而栗。此番

引发争议的“整体安全法”，就是法国政府承
诺打击恐怖主义的产物。政府表示，法律的目

的在于限制人们在网上对警察进行“人肉搜
索”，让警察在执法时无需担心因此给自己和

家人带来风险。

同时，残酷的现实也让法国社会思潮趋
于保守。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 10月的一项调

查佐证了这种变化。根据调查，89%的受访者
认为法国的恐怖主义威胁“很高”，对中东和

北非移民的排斥情绪也在上升。

美英媒体“双重标准”

日趋保守的民意，正是马克龙政府坚持
扩大警察权力的底气。内政部前部长卡斯塔

内就指责示威者“假捍卫自由之名，行践踏自
由之实”。现任内政部长达尔马宁也谴责示威

者“对警察实施不可接受的暴力”。
此前，《纽约时报》等媒体指责法国存在

“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试图将暴力活

动“合法化”。马克龙坚决反击，他说，美国的

批评源自“对欧洲模式尤其是法国模式的误
解”。但美英媒体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所谓的
人身自由上。《纽约时报》称，“整体安全法”将

限制言论自由和为警察暴行开脱责任。
俄罗斯媒体倒是另有视角。俄《观点报》

称，不论是英美还是法德，西方国家一直使用
警察暴力对付示威者，而当俄罗斯采取相应

措施时，他们却说三道四。本报记者 杨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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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午电 韦氏

词典编辑出版商美国韦氏
出版公司 11 月 30 日宣

布，英文单词“大流行”
（pandemic）被评为 2020

年度词汇。

韦氏特约编辑索科洛
夫斯基表示：“这可能不算

大吃一惊。通常大新闻会
有一个专业词汇与之关

联，‘大流行’现在已经从
专业词汇变成了常用词。

未来我们提到这段时期，

大概会用这个词。”
“大流行”几乎一整年

都是韦氏词典网站的热搜
词。3月 11日，世界卫生

组织认定新冠疫情已具备
“大流行”特征，这个词当

天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了 1158倍。

年度词汇榜单中，疫

情相关词汇还有“冠状病
毒”、“隔离”、“无症状”。此

外，美国篮球明星科比·布
莱恩特和自由派大法官露

丝·巴德·金斯伯格的离世
让“曼巴”、“偶像”也入选这份榜单。

韦氏词典网站为近 50万个单词提供
英文释义，每月页面浏览量超过 1亿，热搜

英文单词往往与当年时事热点密切相关。
韦氏是美国知名辞书出版公司，2003

年起公布年度词汇榜单。2017年度词汇是
“女权主义”（feminism），2018年为“司法”

（justice），2019年是指代非二元性别者、即

自认非男非女人士的“他们”（they）。

“整体安全法”引发大规模抗议

怒怼美英媒体
马克龙坚决“撑警”

■ 法国警察街头执法

■ 巴黎巴士底广场附近
发生冲突 本版图片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