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特稿 美国霍普

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 4 月 10 日

7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1595350例，死亡病

例 95455例。世卫组织 9

日表示，新冠肺炎致死率

大概是流感的 10倍。

英国首相府 9 日证
实，首相约翰逊已从重症

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
目前还在康复早期阶段，

将继续在医院接受观察。
世卫组织美洲区办事

处———泛美卫生组织主任
埃蒂安提醒，预计拉美多

国 4月底或 5月初将出现
大量感染和死亡病例，其

中一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
统将不堪重负。

尼加拉瓜疫情尤其令
世卫组织担忧，该国是拉

美唯一没有关闭边界的国
家，并且没有实施“封城”

措施，病毒检测也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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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状态下的日本民众在超市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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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稿 英国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

志 7日发表社论《停止新冠病毒的污名化》，
为曾错误地将新冠病毒与武汉和中国关联在

一起道歉，并愿为此承担责任。
文章说，世卫组织 2月宣布将新冠病毒

引起的疾病命名为 COVID-19，同时委婉地提
醒了一下曾在新闻报道中错误地将新冠病毒

与武汉和中国关联在一起的人和组织，包括

《自然》。《自然》当初的做法确实有误，愿为此
承担责任并道歉。

世卫组织 2015年发布指引，要求停止将
病毒性疾病与首次暴发的地区相关联，以减

少污名化和恶劣影响。指引强调，病毒会感染

所有人类，一旦发生疫情，所有人都有风险。
但是，少数政客依然抱守旧辞不放。美国

总统特朗普一再将新冠病毒与中国关联在一
起，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众议员爱德华多

称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的错”。其他地区政
客，包括英国在内，也在说中国应为此负责。

执意将一种病毒及其所致疾病与某个地

方关联在一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需要
立即停止。显而易见的是，自从疫情暴发以

来，世界各地亚裔成为种族主义攻击的对象。
执法机构表示正在重点调查仇恨犯罪，但是

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为时已晚———包括 70 多

万中国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许多没有回国
的中国留学生左右为难：一方面害怕继续遭

受种族歧视，一方面担心未来学业的不确定
性，加上国际航班的恢复时间也未知。

几十年来，各个学校一直在努力提高多
样性，各个国家也在制定政策鼓励国际学术

流动性。多样性的价值不言而喻，它鼓励不同

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对话，鼓励共享不同的观
点和存在方式，而且始终是推动研究和创新

的动力。一个多样性的校园也是改进政策和
体制所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让高校以

及研究成果发表变得更具有包容性。

许多领导人都希望听取专家的科学意
见，据此采取行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挽救

生命。来自专家的意见很明确：必须竭尽所能
避免和减少污名化；不要把 COVID-19和特

定人群或地方相提并论；病毒不会歧视，所有
人都有风险。

如果新冠病毒引起的污名化导致亚洲年

轻人离开国际校园，缩短教育时间，放弃自己
和他人的机会，让科研环境每况愈下，在这个

世界依赖科研寻求出路之际，将不啻为一个
悲剧。新冠病毒污名化必须停止，刻不容缓。

忘记羊群的牧羊人
    “牧羊人喜欢四处游荡，但是永远不会忘

记他的羊群。”巴西著名作家科埃略的这句名
言，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一定没读过。

在巴西人民最需要支持和团结的当下，
温特劳布却因为一条充满偏见和无知的推文

“火”了。他在推特发文指责中国，在遭到国内
外抗议后推文迅速被删除，但他非但拒绝道

歉，竟然讨价还价起来：“如果中国卖给我们

1000台呼吸机，我会跪在大使馆门前道歉并
承认是个傻瓜。”

温特劳布试图扮演“无辜的爱国者”，趁
的是一个乌龙事件的“东风”：上周由中国发

往巴西的一批呼吸机，在美国迈阿密中转时，
巴西被告知订单取消、呼吸机运到别处。当温

特劳布在社交媒体博取同情，知情人士却站
出来表示，这批呼吸机并非巴西向中国厂家

直接订购，而是经由美国中间商采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阿密机场究

竟发生了什么？长年奉行亲美立场的温特劳
布有充分途径向美国了解情况。同一天，巴西

卫生部长曼代塔表示，希望继续从中国购买
呼吸机。巴西更出现不少呼声，要求再从中国

进口医疗物资时绕开美国，因为“截和”这种

事美国最近没少干。民心所向一目了然，但温
特劳布假装看不见。

眼下巴西因医疗物资紧缺向其他多国采
购均遭拒绝，卫生部长曼代塔透露，在遭“四

连拒”后第五个国家终于同意接单，订单涉及
2亿件防护产品———这个国家就是中国。而

这并非巴西第一次向中国订购防疫物资。上

个月，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
宣布，已从中国采购 500万套新冠病毒快速

检测试剂盒，还有口罩等防护用品。尽管隔着
万水千山，也面临疫情压力，中国还是力所能

及地提供了支援。此外，中国卫生专家通过视
频会议交流防控诊疗经验，中资企业和华侨

华人也积极开展捐助活动。
巴西疫情不容乐观，截至 8日累计确诊

病例 15927例，累计死亡病例 800例。里约热
内卢 4个贫民区出现 6例死亡病例，还出现

第一起亚马孙原住民病例。加上国际金融市
场动荡和油价暴跌，巴西政治、经济、社会等

各方面遭遇严峻挑战。
然而，巴西最大的困难可能并非疫情本

身，而是党派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算计。一方

面，主张优先保经济的总统与希望采取强力
防疫措施的卫生部长的思路完全相左，前者

试图施压后者；另一方面，教育部长抹黑中
国，卫生部长积极向中国请教求助，高官之间

言行也很难看出共识。甚至连巴西黑帮也看
不下去，部分接管一些区域，推广隔离措施。

好在，在巴西并非人人都像温特劳布，一

些地方政府主动采用严格的“中式”防疫手
段，“中国经验”成为巴西舆论热词。“中国有

坚强的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努力让国家
变得更美好。”一名在中国生活了两年的巴西

人在社交媒体上感慨，“如果能解决自己的问
题，巴西能像中国一样伟大。”

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世界出现了截
然不同的风景：有责任与担当，也有偏见和傲

慢。但事实证明，放下成见，互相帮助，才是命
运与共、同舟共济的最好见证，也是对那些固

守意识形态偏见做法的最有力回击。
比起抹黑朋友，温特劳布们真正要做的

只有一件事———全心全力抗击病毒，带领巴
西人民渡过难关。 首席记者 吴宇桢

■ 英国伦敦温布利球场 9日晚亮灯向医护人员致敬 本版图片 GJ

    由于未能遏制疫情扩散，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 9日改口承认应对不力。他在对记者的
书面回应中说，“政治判断的责任在我自己”，

“应当防止发展为危及生命的最坏事态”。
有美媒报道，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

的细节，日本“改革供应链”的 2435 亿日元
中，有 2200亿日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

线转移回国，235亿日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

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实现生产基地
多元化。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陈子雷表示，

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出台了三轮紧急经济对

策，最新一轮总额 10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
计划包括财政支出、财政投融资和民间相关

支出，其中政府财政支出是 39.5万亿日元。
美媒报道中提及的金额并没有在最新一轮方

案中出现，美媒此时出台有关新闻耐人寻味。
安倍此前曾表示关注日企供应链问题，对策

会根据疫情发展而动态调整。但对于美媒报

道所提事项，日本主流媒体并无报道。
另一方面，日企海外投资多元化是长期

存在的经济现象，并不针对特定国家，不宜过

度解读。过去日本对华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

型产业，随着要素成本升高和中国消费升级，
这类企业可能谋求区位转移或者收缩生产

线。与此同时，日企普遍看好中国市场，不断
提升产品竞争力。

陈子雷表示，中国一直是日企青睐的地
方。根据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的数据，2018年

超过七成日企在华盈利，且有近半数日企有

意扩大对华投资。现在中国抗疫卓有成效，从
经济学角度来看，理性的世界企业和投资者

会更青睐中国。 首席记者 吴宇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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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致歉
曾将新冠病毒与武汉关联

追踪全球战“疫”

安倍改口承认
应对疫情不力 日企仍然看好中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