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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子？政客盘算的是国家社会资源、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的

“性价比”，把国民生命商品化，心里最看重的是选票。如此，

不见认真抗“疫”，只闻各种杂音乱弹琴而已！

听那号角与歌

3 月 13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的时候，胡女士所见到的旧金山街头，仍旧是两个世界——亚

裔戴着口罩居多，其他族裔很少有戴口罩的。当全球累计感染

人数突破 15 万人、当美国累计确诊人数突破 4000 人之际，一

些普通美国人仍对新冠肺炎不以为意。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也

仍有类似现象。陆小宁所见，是亚裔戴口罩的多。她接触到的

一些欧美裔人士，则认为戴口罩显得夸张了。认为对疫情不必

大惊小怪，没有那么严重。

然而，就各国政府层面来看，14 日，法国确诊新冠肺炎

4500 例，宣布关闭所有“非必需”公共场所；西班牙确诊 6393

例，宣布全国“封城”， 除工作、就医或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特

定情况外，全国范围内的民众禁止走出家门；德国确诊 3795 例，

全部 16 个联邦州已决定停课。

由此不难看出，当疫情真正袭来的时候，欧洲部分国家的

防控举措正在趋严，在中国已被证明有效的封锁管控措施——

亦是一个月前被一些西方无耻政客抹黑的措施，目前正在成为

欧洲国家的选项。无论是关闭公共场所、限制居民外出、设立

检查站、街头测体温，莫不如此。而当时趁机批评中国“防控

过当”“隔离手段异化为社会工具”“损害民众自由人权”的

一些西方媒体，诸如《纽约时报》之类，变脸之快，也是令人

忍俊不禁。

3 月 13 日，《纽约时报》突然刊载文章夸赞中国的疫情应对，

标题简单明了：“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西方却把它浪费了。”

因新冠肺炎问题指摘中国为“亚洲病夫”，惹得蓬佩奥为之站

台背书的《华尔街日报》，竟然不吝表扬之辞，称“中国在其

他国家留下败笔的领域取得成功，中国的抗‘疫’经验值得借鉴”。

不止一次称中国在抗疫大考中“不及格”的德国之声，3

月 5 日却发表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泽林的长篇文章，直接呼

吁“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

西方这些媒体之所以“画风突变”，除了中国抗“疫”确

实有可圈可点之处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此前看中国，认

为病毒离自己很远，各种意识形态文章信手拈来，目的只为了

攻击中国政府，并显示西方优越感。可事实证明新冠病毒并不

只针对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会对全人类造成巨大威胁。在体

会到病毒噬咬之痛后，他们不得不说些真话。

在疫情这杆尺前，无论经济发展水平，无论国家政治制度，

无论主流意识形态，且看谁在选择回避甩锅，谁在假装佛系，

更有谁在涛头立、直面挑战，效果分别是什么，会很快见分晓！

在杂音纷纷的时候，世卫组织不仅继续鸣哨，还吹起了号角。

世卫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奇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放弃努力，

不能自暴自弃。不能说已经这样了，那就等着感染病毒吧。”

亚沙雷维奇称，不少国家正在经历中国此前经受过的考验，中

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方法，他国可以参考。“不要忘了中国、

韩国和新加坡等国所取得的防控成果。这些国家已经使用了非

常基本，但也强有力的流行病学监测，找到被感染的人，对他

们进行测试和治疗，寻找他们的亲密接触者，通过这种努力减

缓甚至彻底截断传播链。” 亚沙雷维奇说。

3 月 12 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表示，世卫组织将

疫情称之为大流行并不意味着各国可以放弃。各国从遏制转向

缓解的想法是错误和危险的，“相反，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谭德塞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可控的大流行。决定放弃基

本公共卫生措施的国家最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给医疗系

统带来更沉重的负担，最终可能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

制，“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以遏制为核心重点，采取适合本国国

情的统筹应对方法”。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署名罗伯特·阿姆斯特朗

的文章所言，新冠病毒疫情是全球危机，但不是全球化危机！

疫情，需要全世界通力协作去抗击；经济，需要全世界一起努

力去振兴。如此，人类才有未来！

世界卫生组织16日说，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中国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