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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日本东京下起了鹅毛大
雪，上一次樱花季积雪还要追溯到51年前。一边是樱花，一边
是落雪，美则美矣，却在因疫情影响而空荡荡的街道的映衬
下，平添一份凄凉。 上周，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尘埃落
定后， 东京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迅速飙升，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29日报道， 日本厚生劳动省和各地政府当天公布的
数据显示，东京29日新增6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疫情发
生以来单日新高，东京累计确诊430例，日本累计确诊新冠肺
炎病例2518例，累计死亡55例。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葛敏

樱花落雪 东京疫情不容乐观
奥运延期后，东京都知事还想抢马拉松办赛权

依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特别措施
法，日本政府26日设立疫情对策本部。
首相安倍晋三担任本部长，将依据专
家意见决定基本应对方针。在地方，各
都道府县同样将设立对策本部，依据
中央政府方针采取措施。日媒猜测，这
是日本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前
奏。不过，经济担当大臣西村康稔当天
予以否认。

安倍在28日的记者会上指出，与
欧洲和美国相比，日本的新冠肺炎感
染病例较少，但必须为抗击疫情做好
持久战的准备，“如果我们放松（防疫
措施），病毒可能大规模扩散。”他还敦
促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出国旅行或集
会，称政府“在与自治体紧密合作的情
况下，一边预想最坏的事态，一边全力
防止感染扩大”。

一个月前，日本的防疫措施还是
一片混沌时，39岁的北海道知事铃木
直道第一个站了出来，一波操作快准
狠：积极开展核酸检测、宣布北海道
进入紧急状态、要求中小学全面停课
⋯⋯记者会上一句“所有结果都将由
我本人负责”收获一片赞誉。铃木知
事不仅每天在社交平台按时报告疫
情情况，他也是第一个在公共场合戴
口罩的日本官员，给北海道居民树立
了良好的榜样。在铃木知事的带领
下，北海道疫情蔓延很快得到了有效
的控制。

反观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此
前就被日本网友抱怨除了忙东京奥运
会其他事情都不管，如今东京奥运会

延期，东京已经成为日本疫情“震中”，
小池百合子却仍对东京奥运会马拉松
的举办权念念不忘。考虑到东京奥运
会可能在较为凉爽的季节举办，小池
百合子表示希望将原定于北海道札幌
举办的奥运会马拉松、竞走项目挪回
东京进行。铃木知事对此表示：“我倒
觉得小池知事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带
头全力开展首都圈的新冠肺炎防疫工
作。”

去年11月，国际奥委会表示，考虑
到夏季高温可能会对运动员、观众以
及工作人员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决定
将东京奥运会马拉松和竞走比赛场地
从东京移至北海道举行。在国际奥委
会提出变更举办地之前，东京奥组委
曾计划通过铺设不容易吸热的路面、
改变路线、提早开跑时间等方式应对
高温问题。不过，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
长约翰·科茨否定了这些想法。
小池百合子当时强烈不满，她形

容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为了筹备
奥运会，我们已经和国际奥委会的工
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般
来说，决定马拉松比赛路线需要花费
一年的时间，从日本田径协会提案，到
得到国际田联许可，最后上交至国际
奥委会。为什么到了这个节骨眼要更
换举办地？”
不过国际奥委会铁了心一定要换

到札幌举办，“与东京方面意向无关，
这是国际奥委会已经决定的事情。在
奥运宪章之下，我们总是将运动员的
健康放在首位。”

摆在东京奥组委面前的最重要的
问题，就是要重新确定东京奥运会的
举办时间。在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后，
已有包括游泳和田径世锦赛在内的多
项大赛表示将为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
让路。只有尽快确定东京奥运会的举
办时间，其余大赛才可以重新制定相
应的全新赛程。而备战东京奥运会的
运动员，也需要根据重新确定的比赛
时间制定相应的备战计划。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

表示：“我们必须要先确定奥运会和残
奥会的举办日期，这些不确定的话很
多事情我们都无法开展。”
日前，多家日本媒体报道称，东京

奥组委已经朝着明年7月开幕的目标

进行相关调整工作，其中7月23日（周
五）开幕的可能性最大。近年来的奥运
会包括开幕式在内共举行17天，惯例
为星期五开幕，奥运期间第三个星期
日闭幕。与今年7月24日星期五开幕
相同，明年奥运会于7月23日星期五
开幕，8月8日闭幕的方案浮出水面。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在28日
接受日本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的，“奥运
会应该是在夏天举行，因此我们认为
应当在6月到9月之间举行。”这位82
岁的日本前首相还说，夏天举行还有
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为筹备留下足够
的时间。此外，森喜朗透露，“我们会就
举办时间进行仔细商讨，我想下周晚
些时候能够给大家最终的讨论结果。”

日本奥运记者太田伦分析道：“考
虑到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迅猛
蔓延，将东京奥运会定在明年7月开幕
是最稳妥的判断。毕竟在‘延期一年’
这个时间段里，7月-8月是距离现在最
远的时期。”
奥运相关人士表示，从2021年春

季到夏季的多个方案正在被讨论。部
分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单项运动联合会
成员也提出了春季举办的方案，“樱花
奥运”自然美不胜收，同时还有避开酷
暑、抑制成本等优点，但在现如今看不
到疫情平息的情况下，这个决定的危
险系数着实不低。在这次延期问题中，
将疫情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是最重要
的优先事项，毕竟，延期不可能再来一

次。一部分东京奥组委相关人员表示，
“为了举办保证大家安全、令大家安心
的奥运会，不在夏天的话恐怕很困难
吧？”
在森喜朗的表述中，“6月-9月”横

跨幅度较大，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初
夏”举行呢？事实上，这个可能性也不
大。原本计划今年开打的欧洲杯早早
地宣布，受疫情影响，将延期至明年6
月11日-7月11日进行，另外，在“初夏”
这个时间段，还有NBA等热门赛事，东
京奥运会若放在这个时间段举行，铁
定将和这些赛事“撞车”。因此，考虑到
为奥运预选赛预留时间，同时兼顾其
他体育赛事日程，7月开幕的呼声日益
高涨。

圣火采集仪式无观众、圣火到达
日本和从福岛出发仪式也都无观众、
沿途观看的自我克制请求、禁止民众
过度聚集⋯⋯规模缩小再缩小，仿佛
像延期的倒计时一样。

据日媒报道，“动荡”的顶峰是从
23日开始的两天。首日，国际奥委会
宣布开始了“包含延期方案在内”的讨
论，此后，位于东京晴海的东京奥组委
就没有停下来过，担当小队相关人员
进进出出会议室，一直忙到深夜。面对
记者采访时，他们的态度仍然坚持如
期举行，但事实上，包括“延期至明年”
的讨论已经在东京奥组委展开。

关于圣火传递的方案，相关人士
23日透露将取消跑者接力形式，转而
由汽车载着圣火前行。然而，一日之间
状况激变，这个方案甚至都没有得到
官宣。据相关跑者透露，24日下午3点
开始，大家依次收到东京奥组委的通
知，被告知会在当天18点30分召开发
布会，宣布取消跑者这一方案。但是，
他们等来的不是这场发布会，而是再
晚一些，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官宣。对
此，跑者们感觉自己就像“棋子”，在高
官们展开“空中战”后，自己只能无奈
感慨“怎么变成这样了”。

至于延期后奥运圣火该何去何从，
东京奥组委决定从下月开始，将其放置
在福岛县的“J VILLAGE”，向一般民众
公开展示一个月左右，不过如果参观人
员过于密集，展览将被中止。在此之后，
圣火将交由东京保管，东京奥组委目前
正在商讨具体场所和展示方法。

圣火跑者之外，约11万的志愿者
同样无奈。25岁的研二学生都筑则彦
被分配到了负责轮椅网球场的活动服
务团队，他十分欣喜在3月上旬收到录
取邮件，因为这就是他志愿的岗位。志
愿者是受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团体，
正如都筑则彦介绍的，“朋友中，有和
明年的就业活动重叠的人，也有毕业
后不能作为社会人参加的人。”不过他
也对延期表示理解，“不论作为圣火跑
者还是志愿者，能参加完整形式的奥
运会才是幸福的。”

圣火带来的
尴尬与无奈

举办日期猜想：夏季奥运>樱花奥运？

东京已成日本疫情“震中”

3月29日，一名男子在日本东京雪中的樱花树下拍照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0时30分，日本国

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1724例，较28日同期数据增加199例，创单日新增

病例数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