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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视频

    奥运村惊现新冠肺炎病例，引发外界对

东京奥运会防疫能力的质疑，但公共安全专
家、担任本届大会新冠肺炎防控独立专家小

组主席的布莱恩 ·迈克克洛斯基昨天否认了
正在增加的危险性，他提出的结论是：你在

奥运村待得越久，就越安全。
昨天，一名美国体操女选手核酸检测为

阳性。这是继韩国代表团柳承敏和一名难民

奥运代表团成员后，东京奥运会爆出的又一
例新冠肺炎病例。该体操选手入境时的核酸

检测为阴性，但在 7月 18日的简易检查中

却呈阳性，之后她去医疗机构接受核酸检
测，19日凌晨被确认感染。对此迈克克洛斯

基解释，“我们做这些测试，是因为它是一种
过滤感染病例的方式，我们及早发现病例，把

他们带走，并管理和照顾他们及接触者。”迈

克克洛斯基曾担任伦敦奥运会的公共卫生主

管，他请奥运村的村民不必担忧，“你在奥运村
呆的时间越长，核酸检测呈阳性的可能性就

越小，因为我们每个阶段都在过滤病例。”
东京奥组委规定，比赛前 6小时新冠密

接者的运动员，若检测结果为阴性，可以上

场。这条规则引发不小争议。昨天，迈克克洛

斯基也解释了其背后的科学逻辑。“最重要
的问题是，运动员体内是否有足够的病毒导

致感染，他们是否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其他
选手。如果你在比赛前 6小时检测结果为阴

性，那么 6小时内，病毒数量不可能增加到
你被感染的水平，而可能需要 24小时或更

长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奥运会每天进行核

酸检测的原因。”
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东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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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东京奥组委的规定， 记者要在驻

地酒店接受三天的封闭隔离，因此，一日三
餐，就是一个必须要想法解决的问题。

15分钟放风时间能吃个啥？ 等一碗面
条，还是买一个汉堡？等等，这里不是上海，

先侦查下周围环境再说。

记者入住的酒店在东京的池袋，熟悉

这里的读者都知道， 池袋是一个交通枢
纽，多条新干线和地铁在这里交汇，是除

新宿、涩谷外，东京最热闹的街区之一。 从

酒店出来，就陆续见到两家便利店，跨过
一条街道，还有 24小时的超市，再往前的

街区，有环境雅致的西式简餐，也有低调
朴素的拉面。

看看店家竖在门口的菜单， 空空的肚
子咕噜噜地叫。 但，一看手表，已经出来七

八分钟，要在这里消费也不现实。 另外，出
来前，在日本工作过的朋友告诫，疫情在东

京呈上升势头， 每天新增的病例数都过千
人， 还是要尽量注意安全。

怎么注意呢？ 朋友

提了建议：不

去通风不

好的小饭
馆吃饭 。

商场里的
食铺 ，也

让人望而
却步 ，毕

竟是个人

流聚集的
场所 ，危

险性一样
存在。

便利
店就成了
特殊时期最
大的救星。 走

进店里，挑选一份盒饭或面条，请店员微波

炉加热，带回酒店享用，才是正解。 有三天
的充足时间，看起来，在上海没怎么尝过的

便利美食，这次要在东京打个通关了。除熟
悉的购物环境外，还有熟悉的购物方式。收

银柜台下，贴着支付宝的招贴，问店员：可
以用 Alipay吗？ 小伙子熟练地扫描我出示

的二维码，25元人民币的扣款显示在手机

屏幕上，一切，就那么简便。 如果还觉得不
够方便，酒店走廊还放置了自动贩卖机（见

上图），这里，一样可以用支付宝，随时随
地，满足肚子的需要。

“不放风”的时候，是否就高枕无忧？这
几天，还是尽量避免和别人接触，独自安好

吧。服务人员按门铃，问是不是可以打扫房
间，马上回复，这几天先不麻烦，由我自己

打扫。酒店也积极配合，同意记者将垃圾整
理后放到门外的垃圾桶。服务员三鞠躬，记

者也还以同样的礼数， 就此达成共识———

封闭隔离期间，互不往来。 金雷

隔离生活的
与

保安全 呆村里

    日本当地时间 7 月 18 日

晚抵达东京后，本报特派记者

首先经历的是从次日开始计

算的 3 天酒店隔离期 。 一天

的隔离生活， 一冷一热的遭

遇让记者感受到了日式防疫

的细致与弹性。 在如此特殊

环境下举办的奥运会 ， 对主

办方和参与者而言有了太多

“头一遭”。

情岁月

隔离生活冷思考
以往的任何一届奥运会，丢下行李就去

新闻中心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而来

到东京，这样的节奏却必须要缓上三天。
作为在奥运村外居住的奥运外围相关

人员，按照东京奥组委制定的规则，抵达东
京后，记者将在酒店进行为期 3天的隔离，

东京奥组委在酒店大堂设置专门监督员。

为了保证隔离人员的正常生活，隔离期
间可以离开酒店在附近便利店购物，但每次

时长限制在 15分钟以内。一天内，对于外出
次数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昨天中午，记者外
出购置食品，体验了这特别

的“15 分钟

生活圈”。

走在阳光明媚的日本街头，一切如常的
生活状态似乎和以往任何一次前来日本旅

游时都没有两样。只有偶尔擦肩而过、扛着
摄影器材的外国同行，让记者意识到，身后

就是本次奥运会的官方媒体酒店。而让人有
些忐忑的是，这些外国记者大都神情悠闲，

沿路闲逛购物，仿佛丝毫没有受到 15分钟

的限制。

外出和归来时，门口头发花白的监督人
员都会让记者写下时间。因为购物耽搁了，

记者比要求的晚了 2分钟回到酒店，对方也
并没有提出任何警告。而在记录本上，记者

发现，当日留下记录的仅有包括记者在内 2

人……这似乎与记者在外偶遇的人数不一致。
而在进出时，记者发现，酒店门口也并

没有常见的测温系统。酒店方也没有要求记
者出示代表健康状态的 OCHA码。而在酒店

大堂，尽管酒店方已用简易护栏将区域分成
奥运与非奥运人员两半，但彼此之间是否能

接触，一切都是要靠自觉。随时可以见到刚
刚抵达的外国媒体在溜达散步，也不时有外

卖人员将外卖送

到酒店。

“15分钟生活圈”的体验过程让记者喜
忧参半，喜的是隔离期内还可以去户外，忧

的是这样的隔离措施究竟能有多大效果。

检测专线热度高
按照东京奥组委的防疫规定，通过落地

的核酸检测仅是允许进入日本的“门票”。后

续的每一天，除了要在 ICON系统和 OCHA

系统进行健康打卡之外，记者还要在初期的

酒店隔离期三天内，每天提交唾液样本，接
受核酸检测。之后每四天也要进行一次核酸

检测，一直持续到奥运会结束。

由于在酒店隔离，记者无法前往指定的

地点（如新闻中心、奥运赛场）送交核酸检测
样本，因此需要拨打电话预约，让相关工作

人员上门取样。可核酸检测预约线路实在太
热门，从当天上午开始，记者拨打了近 200

个电话，始终忙音。最终，在同事的不懈拨打
之下，终于打通了热线，将在明天一早迎来
相关工作人员。

本届东京奥运会赴日参赛选手约 1万
人，其他相关人员约 4.1万人。在当前的全

球疫情形势下，来自世界各地的 5万多名参
与者中，检出阳性病例无可避免。无论国

际奥委会还是东京奥组委，
显然都没有把零感染作为目

标。自我防护，保持克制，遵

守规定，如果每个人都能做
到这一点，奥运会就会是安

全的、可控的。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东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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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终于要来了 图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