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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警告：别过早解除限制措施
欧洲国家疫情放缓 计划逐步放松禁令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

京时间 11日 5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
1681964例，死亡病例达 102136例。欧洲一些

国家疫情放缓，正计划逐步解除居家隔离等限
制措施。但世卫组织警告，过早解除限制措施

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0日说，过

去一周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等疫情

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出现放缓，
但过早解除限制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

他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国合作制定逐
步、安全放宽限制战略，重点考虑六大因素：控

制疫情传播；有足够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长
期护理设施等特殊环境风险已降到最低；工作

场所、学校等地点已采取预防措施；输入性病

例风险可控；社区充分了解并参与执行措施。

目前奥地利、丹麦、挪威、荷兰等国已宣布
解除限制的日程表。奥地利 4月 14日起小型

商场恢复营业，5月 1日起大型商场开放，5月
中旬起餐馆、酒店等服务行业开放。丹麦 4月

15日起幼儿园、小学开放，5月 10日起初中和
高中上课。挪威 4月 20日起幼儿园开放。荷兰

4月 28日起酒吧、餐馆、博物院、大中小学恢

复运行。德国卫生部长也已暗示，如果目前的
积极态势持续，复活节后可能逐渐恢复正常。

甚至在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虽然总理孔
特警告仍要保持谨慎，但也表示要抓紧复工复

产，“我们可能会在月底开始放宽一些措施”。

然而疫情远没到结束的时候，欧洲整体确
诊病例总数其实比目前确诊病例最多的美国

还要高。其中，匈牙利感染人数 10日出现单日

最大增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其他国家似
乎已经探出头来，好像隧道尽头亮起曙光，不

过在匈牙利看不到这种情况。” 乔伊

单日新增创新高 日本疫情再告急
东京都知事要求 6个行业设施停业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统计，截

至 10日，日本累计确诊病例 6134例，当日
新增 589例，再创单日新增新高。其中，东京

都新增确诊 189例，连续 3天创新高。当天
鸟取县首次报告确诊病例，目前日本 47个

都道府县中只有岩手县没有报告确诊病例。

外务省领事局局长确诊
日本外务省 10日表示，外务省领事局

局长水岛光一确诊感染。

水岛光一 58岁，近期没有到外务省，外
务省内没有密切接触人员。根据外务省公布

的消息，水岛有亲属确诊感染，他作为密切
接触者接受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他 9日

晚开始发热，发病时已进入在家办公模式。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紧急中止 10日记者
会，外务省解释称：“以防万一，还是采取了

最安全的措施。”

东京6个行业设施停业
东京都 10日要求 6个行业设施停业。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娱乐设

施、大学及课外补习班、运动和游戏设施、剧
场、会议和展览设施、商业设施这 6个行业

设施从 11日起停业到 5月 6日。东京都将
向停业中小企业发放补贴，仅有一家店铺的

经营者将得到 50万日元补贴，有两家以上

店铺的经营者最高补贴金额为 100万日元。

销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医疗机构、公

共交通、宾馆、工厂、金融机构、行政机关、理
发店、媒体等被列为维持生活所需设施，可

以继续营业。餐饮行业未被列入停业行业，
但必须采取防疫措施，缩短营业时间被限于

早 5点到晚 8点之间。

两地要求加入紧急状态
京都府和爱知县 10日分别要求加入中

央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地区。

京都府知事西胁隆俊说，近一周来感染

路径不明的确诊病例大幅增加，京都形势严
峻。京都府出现以京都产业大学为中心的聚

集性感染，京都府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非
紧急外出，并避免与列入紧急状态的 7个都

府县往来。
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 10日发布自身紧

急状态宣言，提出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经营活

动将继续，呼吁居民回避密闭空间、人员密
集、密切接触的“三密”场所。 乔伊

“甩
锅
专
业
户
”为
何
瞄
准
世
卫
？

    美国政府高层近来不断向世卫

组织“开火”，攻击世卫组织“向美国
提供错误的防疫建议”，声称考虑停

止对世卫组织资金支持。 在全球病
例持续攀升之际，美国当起“甩锅专

业户”无助于缓解本国防疫压力，还
将给全球抗疫合作带来严重阻力。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

的多边机构， 世卫组织在疫情暴发
后，与中国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及时

获取病毒基因序列， 并派工作人员
赴武汉实地考察。 1月 30日，世卫

组织将疫情宣布为 “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当于向国际社

会拉响防疫警报。

然而， 这一预警并未被美国等

西方国家认真对待。 直到 3 月 13

日，迫于本国确诊人数持续上升，白

宫才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美
国决策层为何误判形势？ 为何应对

迟缓？一味文过饰非和胡乱“甩锅”，

只能暴露虚弱和胆怯。

对美国的无端指责， 世卫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 8日回应说， 利用疫

情进行政治攻击如同玩火自焚，如
果不想看到更多装尸袋， 就应让病

毒远离政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也呼吁各国支持世卫组织工作，

表达了对美国的批评与否定。

除了为防疫不力“甩锅”，美国攻击世卫

组织，还有进一步推卸国际责任的意图。

美国政府 2月提交的 2021财年预算报
告中就提议， 将提供给世卫组织的经费从

1.23亿美元减至 5800万美元。 讽刺的是，尽
管美国声称自己是世卫组织最大出资国，但

事实上是“老赖”。 截至 2月 29日，美国仍然
拖欠 2019年世卫组织会费， 拖欠比例超过

70%，1.2亿美元 2020年会费也分文未付。

需要强调， 美国对世卫组织出资是它作
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

动不动拿“停资”要挟，企图施加政治压力，实
质是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全球公共利益之上，

是所谓“美国优先”的又一个映射。

从更深层次看，藐视多边治理体制，对国

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已经成为本届美
国政府肆意推行单边主义的惯用手段。从《巴

黎协定》到伊核协议，美国一再“退群”，严重
阻碍了国际社会合力应对重大挑战的进程，

遭到普遍谴责。美国对世卫组织“开火”，无疑
给国际抗疫合作发出危险信号， 将损害包括

美国民众在内的各国民众利益。

美国已成为全球疫情新“震中”，美国决

策层的接连失误让本国民众付出了沉重代
价，难道还要继续错下去吗？ 瑞平

被迫宅家里 美国人重新做起家务来
缝补衣服 学习做饭 安装电器 种植蔬菜

    补衣服、剪头发、修水龙头、烤面包⋯⋯

一两代人以前，这样的家务技能很普遍，现在
的人们则会把坏的东西扔掉，或找专业人士

来修理。疫情期间很多美国人待在家里，开始
重新学习这些被遗忘的技能。

杂志编辑、《如何缝制一颗纽扣》一书作
者布里德说：“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

刻，我们找回了这些已经被遗忘或者从来就

没学过的技能，因为肯定在某些时刻会需要
它们。”在艰难时刻，如果你发现自己比想象

中更能干，可能会带来一种情感上的解脱。
房地产经纪和儿童读物作家科纳汉在密

歇根的家中安装了一个新的恒温器后说：“我

今天完成了一些真正的事情。”她弄清楚了老

房子的电气线路，她的丈夫则开始劈柴。
休斯是华盛顿大学广场的一名商业顾

问，他必须开始自己洗衬衫，又不想把它们弄
皱。他说：“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为了

省钱会自己熨衬衫。这很乏味，我期待有一天
可以把衣服拿去给别人洗。但是现在，干洗店

关门了，我不得不重新捡回这项技能。”

西蒙森在费城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她根
据网上的视频学习为医护人员缝制口罩。她

说：“我的缝纫机已经很多年没拿出来了，我
没有什么时间用它，现在初中的缝纫课又回

来了。”她表示，再次创造出有用的东西感觉

真好，她计划尝试做些其他东西，比如枕套。

五金店里家庭修理和草坪修整工具的需
求非常高，社交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在自

己院子里种植蔬菜的新手。
视频网站优兔发言人纳瓦雷特介绍，自

3月 15日以来，优兔上以“和我一起做饭”为
题的视频日均浏览量翻了一番，“我们在几个

家务领域都看到了这种趋势”。

DIY（自己做）运动近年在美国发展迅
速，早在疫情发生前，“都市自耕农”们就开始

尝试在自家后院养鸡、自制染料、木制玩具和
种植有机食品。而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能够自给自足显得愈发重要。 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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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一家甜品公司生产戴口罩的“复活节兔”巧克力 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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