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参议院情报委员

会主席理查德·伯尔
（右）和副主席范斯坦

被指获得内部消息后
抛售股票 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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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中东地区也呈现高

发态势，累计确诊病例已达数万。令人担忧的是，中东仍
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处于硝烟战火中，突如其来的疫情给

当地脆弱的医疗条件带来严峻挑战。

黑夜空寂 叙首都只剩警车消毒车
叙利亚病例不多，但受连年战乱和西方制裁影

响，卫生和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疫情防控任务艰巨。

首都大马士革一家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医
院，为新冠肺炎病例开辟的病房与普通重症病房没有

完全隔离，门诊楼入口处也不见体温测量，候诊大厅
人员拥挤，少有病患佩戴口罩。

连日来，叙利亚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隔离。公园关

闭、餐馆歇业、公交停摆⋯⋯接连出台的严格措施限
制了人员聚集，但也让本就萧条的经济雪上加霜。“我

支持这些限制措施，但一些穷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家
住大马士革的妇女马克迪西说，很多人靠出门打工为

生，酬劳甚至是日结，失去收入的他们可能连基本生
活都难以保障。

从 3月 25日起，叙利亚全国实施宵禁。入夜后，
大马士革空荡静寂，这座城市的夜晚本就因电力短缺

而黯淡无光，此刻更是陷入一片漆黑。除了把守和巡
逻的警车，只有消毒车还在街头“挥汗如雨”。

联手抗疫 巴以一个月没有爆炸声
截至 4月 1日，巴勒斯坦确诊新冠肺炎破百例，

以色列确诊超过 5000例。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疫情让

巴以这对“老冤家”开始联手抗疫。
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居民反映，由于以色列和加沙

地带各武装派别都忙于应对疫情，该地区近来呈现出
“少有的平静”。当地居民说，他们已连续一个月左右

没有听到爆炸声。

目前，巴以相关部门每天都互相通报疫情动态。
以方不仅向巴方提供新冠病毒快速检测盒，还为巴方

培训医务人员。据当地媒体报道，巴勒斯坦出现的首
批病例，就是在以色列协助下确诊的。

以总统里夫林在与巴总统阿巴斯的通话中表示，全
球正在应对一场不分种族、不分地区的危机，“我们之间
的合作对于确保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健康至关重

要”。阿巴斯对里夫林呼吁双方协调努力共同抗击疫情蔓延表示“欢迎”。
以色列《国土报》报道称，这次巴以合作抗击疫情，是有史以来双方

最为紧密的一次合作。

冲突降温 也门交战各方忙着防疫
也门是目前唯一没有通报病例的中东国家，但连年内战摧毁了也门

的卫生系统，当地医疗条件极其薄弱，民众同时遭受着饥饿、霍乱和登革

热的困扰。此外，当地极度缺水，对于很多贫苦百姓来说，洗手都是奢望，
如果暴发疫情，后果不堪设想。

从也门交战方发布的战报来看，在该国部分地区，对峙局面有降温态
势，特别是在战事最为激烈的焦夫省，目前局势相对平静。也门政府和胡

塞武装已分别采取停飞航班、学校停课等预防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疫

情。也门政府还关闭了控制区的陆路边境口岸，及市内大部分商店。
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开展卫生宣传运动，提醒市民做好防护。卫生

部门布设车辆和人员，在市区人群密集地点大规模消毒。萨那一家停产多
年的口罩厂也开始生产口罩，目前产能已达到每天 8000至 1万只。

戴上口罩 利比亚并未实质性停火
近来，联合国、西方多国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呼吁利比亚冲突双方实

行“人道主义”停火，以便抗击疫情。利比亚“国民军”对停火呼吁表示欢

迎，但冲突双方并未实质停火。利比亚民族团
结政府和“国民军”在首都的黎波里的

交战前线依然战火汹涌。

利比亚 3月 24日通报首例确
诊病例后，越来越多前线士兵打仗

时戴上口罩。老百姓也在努力应对
疫情。穆罕默德买足了食物、水和

儿童用品，还有医用口罩和消毒
酒精等。他说，疫情暴发后，每天

依然可以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
并不认为冲突双方会因抗击疫情

而停火。”穆罕默德叹气道。郭际

■ 1941 年 12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
军民共 2460 人身亡。

■ 2001 年“9·11事件”
美国多地突遭恐怖袭击，至
少 2977 名美国民众遇难。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截至 4 月 1 日，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逾 17万例，死亡 39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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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门萨那一家口罩厂
开始生产口罩 新华社 发

美国情报系统
怎就成了摆设

高层编造谎言 瞒事实忙党争

    目前看来，新冠肺炎给美国造

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前两起美
国本土遇袭事件。

但不同的是，前两起人为发动
的袭击具备极强的隐秘性，而新冠

肺炎在美扩散之前，早已是世界瞩
目的焦点，美情报机构也很早发出

预警。毫无疑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失职怎么吐槽都不为过。可问题是，
这锅只该他来背吗？

情报机构警告屡遭无视
就像斯大林漠视纳粹德国将突

袭苏联的情报，罗斯福对日本海军

的异动缺乏足够警惕，历史总是惊
人的相似。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虽

恐难和这些历史名人相提并论，但历
史先贤犯过的错，他不仅要照走一

遍，还要玩出新花样，达到新高度。

不久前，从特朗普到国务卿蓬
佩奥等美国一众高官借各种场合大

肆抹黑和攻击中国，仿佛美国疫情
恶化都是中国的错。从他小幅上涨

的支持率看，好像还真有人为特朗
普这招买单了。

但《华盛顿邮报》一则曝光白宫
内幕的报道，狠狠打了特朗普的脸。

对众多官员与知情人士的采访清晰
地表明，早在 1月，美情报机构就专

门整理了至少一份新冠病毒相关威
胁的报告，并多次向白宫发出机密

警告。但这些警告竟被无视了⋯⋯
这份报告对新冠病毒的传播进

行了详细的追踪和预测，确认该病
毒呈现全球性流行病特征，并要求

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来应对。报告甚
至指出，疫情在海外的传播受到有

意无意的淡化。
美国疫情发展的事实表明，这

份警报绝非无中生有。从 1月下旬
美国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到

3月上旬疫情彻底暴发前，已有越
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病毒正宛如暗流

般在北美大陆肆意流淌，但深居白
宫的特朗普始终刻意选择无视。

一名受访官员说，特朗普可能

没想到事情会严重到如今的地步。
虽然政府中许多人都预见到了，但

他们无力让特朗普采取行动。结果
就是：1月 21日，美国确诊首例新

冠肺炎患者；3月 10日，确诊病例

破千；3月 18日，确诊病例破万；3

月 26日，美国确诊病例超过 8.2万，
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3

月 31日，美国确诊病例达 16万。
被誉为“美国钟南山”的白宫首

席抗疫医学专家福奇预计，美国因
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10万到 20万人。3月 30日，特朗普

在记者会上宣布将全美“社交禁令”
延长至 4月 30日，还大言不惭地表

示，“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控制在
10万，政府的工作表现就算不错”。

其实，熟悉情报的白宫官员说，
1月底至 2月初时，递呈总统的每

日简报、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和
中央情报局摘要中的大多数情报报

告就都是关于新冠病毒的。
2月 25日，美国疾控中心高级

官员梅森尼尔面对记者发出了重磅
警告，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在美国

各社区传播，对日常生活的破坏将
是“严重”的。结果，当时刚访印回国

的特朗普给卫生部长阿扎尔打电
话，抱怨梅森尼尔“吓坏了股市”。

华盛顿圈子的溃烂
有人说，特朗普等美国高官固

然应当受到指责，但可能只是他们

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警惕性不足。
事实真是这样吗？

某种意义上，是的。美国卫生部
长阿扎尔曾指出，早在 1月 3日，美

国疾控中心主任就与中方相关人士

进行过讨论，使官员对病毒有所警
惕。但有官员表示，特朗普根本不相

信病毒会在美国社区传播。直到美
股连续熔断，一心在乎连任的特朗

普才从大企业 CEO的抱怨中真的
意识到问题的糟糕。

但更多事例表明，美国高官早
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却没有对

外释放足够预警，甚至是刻意隐瞒。
美国媒体曝光的一段音频显

示，早在 2月，国会参议院部分议员
私下直接表示这次疫情将比 1918

年全球大流感更严重。后来，这些议
员在股市暴跌前早早抛掉了手里的

金融资产，而当时绝大多数美国民
众还沉浸在高官们编织的谎言里。

根据媒体的深入挖掘，国会两
党都有议员涉嫌根据内幕消息抛售

股票，而法律禁止国会议员利用非

公开信息谋取私利。最讽刺的是，美
司法部目前调查的重点对象竟是参

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
显然，华盛顿上层面对疫情其

实是相当敏锐的。只是这些民选的
代表在抛售之余对真实情况默不吱

声也就罢了，但还配合白宫愚弄民

众，这就实在过分了。
不过，当你了解到国会两院直

接选择闭会到 4月 1日，各位议员
可以充分地居家隔离时，想来瞬间

也能释怀吧。
高层这种沆瀣一气，除了出自

权贵的傲慢，还有政客内部倾轧的
盘算。

特朗普治下，美国两党之争的
尖锐化是近年来罕见。适逢大选年，

两党围绕总统宝座的交锋更是你死
我活。对于在野的民主党而言，疫情

防控不力，责任自然在于政府。
因此，我们看到疫情最严重的

纽约州，身为州长的民主党人科莫
在繁忙的抗疫之余硬是坚持每天出

现在镜头前，在主流媒体的烘托下
被打造成美国抗疫的“超级英雄”。

当然，笔者怀着最大的善意相
信这些沉醉于党争的政客本无害人

意，但是看看美国疫情地图，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数排名靠前的州几乎毫

无例外是民主党人当政。
这会是巧合吗？

指责一人算不上反思
上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

级研究员米卡·赞科在美国知名刊

物《外交政策》发表了题为《新冠危
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失

败》的文章，将矛头直指特朗普，称
这场灾难完全是由白宫前所未有的

漠不关心，甚至是蓄意疏忽造成的。

但是，正如美国资深政治家基
辛格曾说过的，情报机构的警告并

不总能得到认可，“您警告过我，但
没有说服我”。

美国严重恶化的疫情毫无疑问
是场失败的灾难，特朗普的失职也

毫无疑问。但正如上文所强调的，与
其针对某个个人，不如请华盛顿的

官僚集体反思下：这口锅是不是只
该由特朗普一个人来背。 艾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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