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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着手调查病因
3名儿童死于炎症综合征

    新华社纽约 5月 10日电 美国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 10日说，
纽约州已有至少 85名儿童患上一

种不明原因炎症综合征，其中 3名
儿童死亡。目前尚不确定这是否由

新冠病毒引起，一些病例的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科莫当天说，纽约州有 85名儿

童出现这种炎症综合征，症状类似
川崎病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卫生

官员正在调查这种炎症综合征是否
由新冠病毒引发。科莫表示，目前已

确认 3 名儿童死于这种炎症综合

征，另外有 2名病亡儿童也可能与

此相关，正在进一步调查。
纽约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

10日说，纽约市有 38名儿童出现
这种炎症综合征，另有 9名疑似病

例儿童正在接受检查。到目前为止，
在确诊病例中 47%的人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81%的人有抗体。

川崎病是一种不明原因的疾
病，会引起血管发炎等，严重时导致

心脏损伤，此病主要影响儿童。中毒
性休克综合征是由特定细菌产生的

毒素所引起的疾病，可能危及生命。

肉类加工厂为何
成为最危险场所

美德法均出现相似感染病例

    本报特稿 美国联合食品与
商业工人工会11日表示，目前有

超1万名肉类工厂工人确诊或暴露

在新冠病毒环境中，至少30人死亡。
在特朗普发布行政令要求重新

开工的第一周内，美国大型肉联厂
所在县市的冠状病毒传播速度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数据显示，相关县市在一周内

确诊病例增长了 40%，而全国平均增

长 19%。这些县市仅占美国总人口的
7.5%，但从 4月 28日到 5月 5日，他

们的新增确诊病例占全国的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启动《国

防生产法》，颁发行政命令要求肉企

必须在疫情期间保持运营。迫于压

力，美国多个大型肉类加工厂复工。
然而多名工人反映，工作场所无法

保证社交距离，卫生防护条件堪忧。
此前，佐治亚州一个 55岁的屠

场工人被要求在疫情期间返回岗
位，复工的第三天感染新冠肺炎，最

终不治身亡。疫情期间的工作津贴

也相对较低。据工人透露，在没有请
假的情况下工作满四、五、六三个

月，补贴只有 500美元。
由于加工场所存在身体接触难

避免、卫生条件较差、人员拥挤等风
险，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说，肉类

加工厂是眼下最危险场所之一。

另据报道，德国两个州的肉类
加工企业近日发现了聚集性感染。

北威州 8日关闭一家肉制品加
工厂，该厂 1200名员工中有约 950

人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截至 10日
共 230人确诊。当地政府决定将“解

封”措施延后一个星期。石荷州一家
屠宰场也发现聚集性感染，截至 10

日共 128人确诊。
法国西部旺代省卫生局 10日

宣布，当地一家屠宰厂有 4名员工
感染新冠病毒，均没有症状。11日，

医疗部门对屠宰场余下的 400人实

施检测。 （麦芒）

公共交通人流密集
“解封”后最让各界担心的就是公共交

通运营安全，巴黎大区的公交更是重中之

重。虽然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TP）表示已
做好充分准备，但现实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周一清早，法国 BFM电视台记者来到
世界客流量第五大、有“地狱线”之称的巴

黎地铁 13号线，亲身体验解封首日的早高

峰：而体验结果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很难，
几乎不可能。对此，巴黎大众运输公司总裁

吉佑亚尔解释，由于前夜大雨，13号线凌
晨出现漏渗水事故，紧急抢修导致第一班

车晚点，但随后恢复正常。
而《费加罗报》记者早上在快线 RER

A线里昂车站也看到乘客颇多，但和疫情
前工作日早高峰相比还远远不及。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乘客还是非常注意保持社
交距离，而且基本上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按规定，从 5月 11日起，乘坐公交不
戴口罩将被罚款 135欧元。不过一些网友

表示，看到有些人是“带”口罩而不是“戴”
口罩———鼻子露在外面，或者把口罩戴在

下巴或者脖子上。

商家鼓掌喜迎顾客
“解封”首日，不少巴黎市民纷

纷来到塞纳河边，三五成群地享受

阳光与新鲜空气。从 11日起，除了
咖啡馆、饭店、电影院等聚集性

场所仍关闭，巴黎大部分商店恢

复营业。
在关闭了 50多天后，香榭

丽舍大街上的老佛爷百货、丝芙
兰、路易威登等商家重新开门营

业，一些店铺用掌声欢迎解

禁后首批客人到来。不

过，商店里的导购

要比客人还多。在

老佛爷百货香街店，门口为客人提供了免

洗洗手液，店内贴有提醒社交距离的标识，
并贴有“请勿触摸美妆商品”等标识。

虽然法国政府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强制
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但不少商家 11日表

示，保险起见，会拒绝不戴口罩的顾客进
店。例如老佛爷香街店里贴出“必须佩戴口

罩”等标识。

在南法城市尼斯，从 11日起，每天 8

时到 20时期间，11岁以上人员在公共场

所必须戴口罩。

逃到乡村“乐不思蜀”

5月 11日是法国的“解封”首日，但此
前一些由于疫情从城市“逃离”到乡村的法

国人却有些“乐不思蜀”：一方面，他们认为
城市中的健康条件、物资等尚未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他们对目前的生活环境十分满
意。除非万不得已，这些法国人不想回到城

市中去。

《费加罗报》报道，由于疫情的原因，在
乡村公婆家隔离的阿丽克斯不会带女儿回

巴黎，虽然丈夫因为工作而被迫留在巴黎，
夫妻两人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 2个月。

在公婆家，女儿得到了很好的陪伴，祖父母
会带她到院子里坐拖拉机，也会带着她去

骑驴子。而在巴黎，这个 1岁的孩子将被
“关在公寓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母亲

又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无法陪伴她。
26岁的艾米莉则希望目前的生活可

以更加长久，2个月来，她一直住在迪纳尔
的朋友家中，工作可以通过远程完成，她不

必去挤地铁，不必理会一些琐事。“在巴
黎，没有人等着我（回去）。”对于艾

米莉来说，真正的解封日不是 5

月 11 日，而是 6 月 2 日。

“届时酒吧、咖啡馆、餐
馆都将重新开放，这

些才是城市吸引
人的地方。”

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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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呼吁各国警惕疫情反弹
夜店聚集性感染在社区扩散 韩国连续两天新增超30例

    本报特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
京时间 5月 12日 8时 32分，全球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417万例，累
计死亡 28万例。

随着疫情趋缓，多国开启谨慎
解封之路。然而一些国家出现了疫

情回升、暴发大型社区感染的情况。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11日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 10日零

时至 11日零时，韩国新增 35例确

诊病例，其中 29例为本土感染病

例，6例为输入性病例。韩国已经连
续两天新增病例超过 30例。

据介绍，6 日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的一名 29 岁韩国籍男性曾于 1

日深夜至 2日凌晨先后前往首尔梨
泰院多家夜店，导致小规模聚集性

感染。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长
郑银敬说，当天新增的本土病例均

与此聚集性感染有关。聚集性感染

主要发生在年轻人群，无症状或症

状轻微者居多，疫情很可能在社区

扩散。截至当地时间 11日 12时已
致 86人感染。

韩国教育部次官朴栢范 11日

确认，因首都首尔梨泰院夜店出现
聚集性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韩国学

校线下复课时间一律推迟一周。

世界卫生组织 11日呼吁各国
保持对病毒的警惕，以便在出现病

例回升时迅速采取控制措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相

关检测表明，只有少数人体内携带
新冠病毒抗体，这意味着大多数人

仍易感染该病毒。在疫苗被研制出
来之前，全面管控措施是应对病毒

最有效的方法。
他说，世卫组织曾发布指南，概

述各国在放松管控措施之前，应就

三个关键问题做到心里有数：首先，
疫情是否得到控制；其次，医疗保健

系统能否应对放松管控措施后可能

出现的疫情反弹；第三，公共卫生监

控系统是否有能力检测和追踪确诊
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并掌握疫情

进展。
谭德塞说，决定学校复课前应

考虑以下关键因素：首先，对病毒在
儿童之间的传播状况和儿童感染病

毒的严重程度有清晰认识；其次，考

虑学校周边新冠疫情是否严重；第
三，了解学校预防和管控疫情的能

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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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制性居家“禁足”55天后，法国 11

日迎来了解封。在全法上周末上报各地 4

处聚集性感染的大背景下，各界神经依然

紧绷。在“解封”前夕，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

呼吁民众应“保持谨慎”。

■“解封”首日，巴黎市民在塞纳河边呼吸

新鲜空气

■ 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大屏幕滚动
播放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

消防员等劳动者的照片，向他们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