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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不建议搞“新冠通行证”
部分国家拟出台标准重启旅游业

    新华社哥本哈根 3? 4?电 世界卫生

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 4日说，过
去一周中东欧国家新冠感染率再度出现上

升趋势，一些西欧国家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也开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世卫组织不

建议区域内推行所谓“新冠通行证”。

3月 1日，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六个欧盟
成员国签署联合声明，要求欧盟统一非必要

旅行重新启动的标准以便重启旅游业，例如
以免疫新冠病毒的证明作为旅行通行证。

克卢格说，虽然人们期望通过类似办法

早日解除管制、恢复旅行，但在旅行和贸易
方面，世卫组织建议遵循国际卫生条例，不

建议推行所谓“新冠通行证”。各国需要从科
学角度综合考虑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譬

如接种新冠疫苗后的有效免疫期、免疫人群
是否仍会传播病毒。“新冠通行证（从防疫角

度上来说）不是无懈可击”。他表示，世卫组
织同时认为，接种疫苗后的数字化认证很重

要，或有助于消除疫苗接种上的不平等。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美两州解除口罩令 被批“巨大错误”
何时能放松防疫？福奇：单日新增万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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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民排队等待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 3日痛批南部得克萨斯

州和密西西比州取消口罩令，强调全美抗击
新冠疫情远未获取胜利。

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近
来取得进展，促使一些州政府决定解除部分

不受辖区民众欢迎的防疫措施。

处在关键节点
拜登说，得州、密西西比州取消口罩令

是“巨大错误”，希望“每个人现在意识到戴

口罩能起作用”。
拜登说，不要觉得“没事，大家摘下口罩

吧”。美国正处在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疫情
的关键节点，戴口罩“依然重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

基认为，得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决定违抗联邦
政府防疫规定。她说：“现在不是解除全部限

制措施的时候。”

按照瓦伦斯基的说法，今后一到两个月
“真的很关键”，决定疫情走向。她提醒，近期

新增确诊和病亡病例锐减显现疫情放缓迹
象，但具有强传染性的变异毒株恐怕会“窃

取我们迄今所获成果”。瓦伦斯基依然建议
民众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她先前提醒，

美国可能出现第四波疫情。

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团队高级顾问斯拉
维特说，拜登“百分之百”支持疾控中心要求

民众继续戴口罩的建议。
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 4日抨击取消

口罩令。福奇说：“如果完全放弃公共卫生准
则，只会受到挫折，特别是当我们每天仍然

有 5.5 万至 7 万例新增感染病例的情况
下。”他表示，在每日新增病例降至 1万例以

下之前，美国不应放松防疫限制。

得州彻底解禁
得州和密西西比州 2日相继宣布放松

防疫限制。路透社报道，得州共和党籍州长

格雷格·阿博特发布全美各州中最彻底的解
禁令，不再强制民众戴口罩，允许大多数商

户下周起全面恢复正常营业。阿博特说：“现
在是时候让得州百分之百开放了。”

法新社报道，得州 18 ?以上人群仅

9.2%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但阿博特宣称
疫苗接种和检测状况改善意味着正常生活

可以恢复。
不少得州人欢迎解禁，称戴口罩是个人

选择。而休斯敦市市长、民主党人西尔维斯
特·特纳则谴责阿博特的决定“令人失望、沮

丧”。“每当我们开始朝正确方向前进时，州
长就介入并让我们倒退。” 陈丹 钟和

哈里妻子涉嫌欺凌
英国王室展开调查

  新华社上午电 英国白金汉宫 3日声明，

就媒体报道一名前助理指认哈里王子之妻梅
根·马克尔欺凌手下工作人员，王室“显然非

常关切”，将展开调查。
在一些媒体看来，梅根接受美国脱口秀

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专访的节目几天后就
要播出，“爆料”可能对英国王室不利。后者因

而选择先下手为强。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梅根未放弃王室
高级成员职务并居住在肯辛顿宫期间，对看

不顺眼的王室员工十分苛刻，让一些员工感
觉“受到羞辱”。她的两名个人助理被逼离职，

另一名员工“自信心大减”。一些员工说，梅根

说话尖酸刻薄，他们因此伤心流泪。一名王室

助理私下告诉同事：“我不禁浑身颤抖。”

白金汉宫在声明中说，王室多年来秉持
“有尊严地工作”政策，“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容

忍工作场所的欺凌或骚扰”。

哈里和梅根 2018年 5月在英国结婚，育

有一子。两人自 2020年 3月底不再担任王室
高级成员职务，不再获得支持王室职务的公

共资金，逐步寻求经济独立。夫妇俩近期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购买一处住宅，

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出生。

新西兰北岛海域
今连续发生强震

海啸预警已取消
    新华社惠灵顿 3? 5?电 新西兰北岛

以北海域5日连续发生强烈地震。受到地震引
起的海啸影响，沿海地区民众一度撤离疏散。

目前波峰已过，民防部门已取消海啸预警。
第一次地震发生在 2时 27分，震级为

7.1级，震源深度约 90公里，位于新西兰北岛
东北约 95公里。新西兰北岛大部分地区和南

岛克赖斯特彻奇市均有较强震感。由于地震

持续时间较长，震感强烈，很多居民被晃醒。
随后，距离新西兰本岛约 1000公里的克

马德克群岛地区 6时 41分和 8时 28分相继
发生 7.4级和 8.0级地震。由于距离较远，新

西兰本岛居民并无震感，但新西兰民防部门
再次发布海啸和地质灾害预警。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当天这三起地震的震级分别为 7.3级、7.4级

和 8.1级。

拜登政府想把中美关系带向何方？
外交“八大优先”单独点名中国 屡屡提“合作”却处处是“竞争”

    强调美国“领导力”、价值观与国际合作，

却特别点出了中国，将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在
“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当地时间

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他的外交政策
演讲，列举了拜登政府的八大外交政策优先

事项———新冠疫情、全球经济、民主、移民、盟
友、气候变化、科技、中国。

然而，这短短 28分钟的演讲，布林肯屡

屡提及“合作”，舆论却从中听出了更多“竞
争”的意味，不由得怀疑新一届美国政府究竟

要为美国外交定下一个怎样的基调？

比以往更需要合作？

“我们不是简单地在上次离开的地方重
新接上，假装过去的 4年从未发生。”布林肯

试图强调这一届美国政府面对的国际形势已
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同奥巴马时期大不相同。

如今的美国，内政外交愈发紧密交织，而这八
大优先事项“是外交问题，也是国内问题”。

“我们的工作方式将反映这一现实。”布

林肯说。而具体到每一个优先事项，“合作”是

布林肯用来描述工作方式的高频词。尤其是

在新冠疫情、全球经济、移民、盟友、气候变化

等领域，他极力展现美国的合作意愿，强调国
际合作同样符合美国利益，也有利于为美国

赢回信誉。布林肯表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需要同各国的合作。

口口声声都是“竞争”

然而，在美国媒体看来，抛弃特朗普政府
的“美国优先”，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的调整，

拜登政府真实的目的，或者说美国政治的本
质仍然延续过去。

布林肯讲话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和拜登

在竞选期间以及胜选后反复作出的承诺。而
口口声声提“合作”，却始终绕不开“竞争”。

“几乎在所有方面美国都需要同中国打交
道。”美国政治新闻网认为：“总体而言，布林

肯的讲话体现出华盛顿有关国家安全的讨论
焦点，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恐怖主义等威胁转

移到与中国等大国的竞争上。”
布林肯在演讲中将中国描述成唯一一个

有能力挑战美国确立的价值观、国际秩序的国
家。他毫不遮掩地指出，中美关系这个“21世纪

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要求美国“同盟友和伙伴

合作”，通过外交手段和国际组织来实现。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副研究员肖河指出，布林肯的这番表态显
示出拜登政府强调的所谓盟友“合作”，归根

结底还是为了维持对中国的竞争。“倘若没有
同中国的竞争，美国对合作的需求也不会那

么迫切。”

肖河指出，在对华议题上，拜登政府可能
比奥巴马政府更强硬，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同

特朗普政府一致。美国国内都在议论，拜登上
台后的中美关系，为何只看到竞争，而看不到

合作？
英国《金融时报》也注意到了拜登政府的

这个迹象：“拜登政府曾试图在大多数问题上

与前任彻底决裂，但在对华立场上常常听起
来相似。”

对抗将会付出代价
基于对所谓“中国威胁”的重新认知，以

及对美欧“志趣相投”的判断，拜登政府频频

同盟友互动，试图通过展示合作态度，同盟友

达成稳固关系，以期在经济和技术上联手遏

制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将拜登的做法比喻为

“押注”。然而，既然是押注，就有输的可能。
在 4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以意识
形态划线，拉帮结派，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

子，不得人心，没有出路。

肖河指出，欧洲期待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对美苏经济战的态度，到

如今德国在美国反对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
道项目建设上的立场，足以说明拉拢欧洲对抗

中国终究只是美国拜登政府一厢情愿的盘算。
“尽管欧美在对华问题上有部分立场重叠，但

它们的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行动力也并不一
致。”倘若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欧洲将承受

巨大的经济损失，对此欧洲国家心知肚明。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外交官布雷特·布鲁

恩表示，美国如果与中国对抗将会付出很大
代价。既然是这样，拜登和布林肯还会坚持认

为，打着“合作”的幌子搞竞争，是应对挑战的
最佳方式吗？ 本报记者 齐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