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南部城市尼斯 29日发生持刀袭击

事件，造成 3人死亡，多人受伤。法国总统马
克龙随后前往事发地点发表讲话，谴责这起

“恐怖主义袭击”，表示将采取新措施加强反
恐。法国目前已将全国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

水平。与此同时，英国、土耳其等多国政要对
此次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

在教堂持刀行凶
法国警方通报，一名男子 29日在法国南

部尼斯市一座教堂持刀行凶，致死 3人。袭击

发生在尼斯市圣母教堂内部或附近。行凶者
高喊宗教口号，持刀杀害并刺伤多人。其中一

名死者据信是教堂执事。尼斯市长克里斯蒂
安·埃斯特罗西认定，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目前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法国国家反

恐检察官让-?朗索瓦·里夏尔 29日晚公布

了调查进展。袭击嫌疑人是一名突尼斯籍男

子，出生于 1999年，今年 9月偷渡到意大利
兰佩杜萨岛，持有意大利红十字会发放的身

份文件。法国国家指纹库中没有此人的资料。
他表示，4名警察在案发几分钟后迅速制

服了该名男子。警方随后缴获了一把行凶刀
具，并在该男子遗留在教堂内的背包里找到

了另外两把未使用刀具。此外，警方还发现了

两部手机。
据悉，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已接手此案，

并以“与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的谋杀和企图谋

杀”罪名展开调查。马克龙呼吁法国民众保持

团结，不要屈服于恐怖主义。
多国政要纷纷发声支援法国。英国首相

约翰逊称，对法国发生的“野蛮袭击”表示震
惊。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在这一困难时刻，

德国站在法国一边。”土耳其外交部称，对此

次“野蛮”袭击表示“强烈”谴责。

一日多起袭击事件
尼斯教堂遇袭，距离巴黎历史教师萨米

埃尔·帕蒂遇害不到两周。因向学生展示有争

议的宗教漫画，帕蒂 16日遭一名俄罗斯车臣
裔男子当街杀害。那名凶手先前说，想就展示

漫画一事惩罚帕蒂。帕蒂遇害后，法国总统马
克龙说要保护展示相关漫画的自由，惹怒一

些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9日当天，不止尼斯
发生袭击事件。

里昂警方同一天在市中心逮捕了一名阿

富汗籍男子，此人当时携带了一把 30?米长
的刀。报道称，他被捕时正持刀准备登上电

车，现场没有人受伤。据了解，该男子现年 26

岁，有精神疾病史。他向警方表示，自己的脑

海中传出了声音，命令他去杀人。

阿维尼翁还发生一起袭警事件。尼斯教
堂遇袭数小时后，警方在南部城市阿维尼翁

附近击毙一名男子，他涉嫌用手枪威胁行人。
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报道，遭击毙男子同样高

喊宗教口号。
据沙特阿拉伯官方电视台 29日报道，一

名沙特男子在吉达市攻击法国领事馆，致使

领馆一名警卫受伤。行凶男子已遭逮捕。法国
驻沙特大使馆说，那名男子持刀行凶，受伤警

卫已经送医，没有生命危险。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 8 月底就已警

告，法国发生恐袭的风险仍然很高。
一边是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另一面法

国最近一个月来多次遭遇恐袭。面对严峻复
杂的“双重危机”，法国如何应对，成各方关注

焦点。 钟和

突尼斯籍男子制造尼斯教堂恐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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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
第一波疫情未平，第二波疫情又起。对

欧洲人来说，2020年太难熬：开门营业，有可

能暴发聚集性疫情；关门歇业，又断了财路，
生活难以为继。但随着冬季的到来，欧洲多

国政府还是不得不采取宵禁或禁足措施，以
期扛过第二波疫情。

面对政府的良苦用心，上半年曾遭遇过

疫情重创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却在上演着令
人意外的一幕。

一些民众无视宵禁、禁足、保持社交距
离的法令走上街头，诉求只有一个———要么

正常营业，要么给更多补贴。既然孩子可以
上学，凭啥店铺不能营业？

而意大利正是反防疫禁令示威的重灾
区。罗马一家餐馆老板在店门外的餐桌前摆

了一个骷髅，抗议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杀
死”了当地的餐饮行业。马尔凯大区佩萨罗

市的一名餐厅老板则一下子邀请了 90多人
来餐厅享用晚餐，以反对夜间营业的禁令。

结果，餐厅被警方强行清场，老板依旧高喊
着：“你可以逮捕我，但我永远都不会关门。”

示威“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骚乱。罗马的

示威者已经连续 5个晚上在街头，砸烂玻璃

窗、掀翻小摩托、点燃垃圾桶、投掷玻璃瓶。
他们甚至宣称接管了罗马的人民广场，直至

警方动用了防暴警察、水炮驱散人群。
然而，示威和打砸抢，带来的只有节节攀

升的每日新增病例数，加速第二波疫情的扩
散。意大利的疫情陷入又一轮恶性循环中。

而在西班牙，没了工作、反对政府关闭

酒吧餐厅和俱乐部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推翻
并点燃垃圾桶当做路障，与警方对峙。而忙

着抢救病人、完全没了休息时间的医生也加
入了示威队伍，在国会大厦前发动罢工。

心情复杂
看着邻居们上演的这一幕幕，法国人心

情复杂。

原本，人们以为总统马克龙 28日宣布
的新措施，不过就是将在几个城市实施的宵

禁推广到全国，不料迎来的竟然会是全国
“封城”：离家得带出行证明；禁止聚会机会；

限制跨地区旅行……尽管与上半年的第一

次封城相比，稍许放宽了对经济活动的限
制，但毕竟出门还是限制重重。更何况，“禁

足”至少要持续到 12月 1日。

想到这或许会是他们 12月 1日之前的

最后一聚，不少法国人晚上 9点还戴着帽
子、口罩，裹着围巾、棉衣，大口呼吸着冷风，

抓紧时间在“封城”前最后参加一次聚会、喝
上一杯红酒、看上一场电影。

而马克龙之所以狠下心来猛踩刹车，还
不是因为法国面临的严峻疫情形势？马克龙

坦言，为了抵抗疫情的冲击，法国已经做出

了巨大的努力：为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医护

队伍扩容，增加了 7000人；将重症监护病床
数量从疫情暴发之初的 5000张增至当下的

6000张，新目标是 10000张。
但即便这样，还是不够。单日新增 3万

多例的法国，现在在欧洲的第二波疫情中，
已经成了“领头羊”。

呼吸困难、想要进重症监护室？先排队等

着。新目标的实现需要时间，而法国人已经没
有更多的牌可以出了。“到 11月中旬，将有

9000名患者同时躺在重症监护病床上，这将
是法国的极限。”马克龙说道。而最缺人的麻

醉师岗位，更是需要 10年时间来培养人才。

疫情疲倦？

马克龙的确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很

有信心地说：“没有人不同意我们的目标，即
绝对要避免法国的医院陷入无力接纳新患

者的境地。”
但生性浪漫奔放的法国人这回能刹得

住车吗？
这种担忧，首先来自与同一天宣布全国

“封城”的德国的强烈对比。在总理默克尔公

布“轻版全国封城令”后，德国民众依旧表示
不满。除了一口摆在国会大厦前的棺材，代

表着垂死挣扎的德国娱乐行业做着无声的
抗议外，柏林的街头也出现了示威者，他们

要求给予更多的补贴。这番情景，连英国《每
日邮报》都震惊了：“以民众的服从性出名的

德国竟然也在经历动荡。”
而上半年疫情中法国人的表现，也让人

不由得担心他们在“封城”后会怎样。今年 3

月，马克龙就明确指出法国的防疫正处于“战

争状态”，呼吁人们最大限度减少出行。但即
便是有 38至 135欧元的罚款当头，法国人也

还是上街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只是在疫情
持续蔓延的夏季稍许“休战”了一段时间后，

在上个月疫情反弹的节骨眼儿上“返场”，一
些人带着锤子、冰镐游行示威，继续抗议法国

政府的财政、经济、社会政策。
可是，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

说，欧洲正面临两个“敌人”，一个是新冠病
毒本身，一个则是防疫规则给民众带来的疲

倦和厌烦感。但当更多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
中时，真正的敌人是病毒，而不该是规则。

今天进入全国“封城”状态的法国，究竟
会不会步意大利、西班牙的后尘？但愿，这样

的担忧错了。

本报记者 齐旭

疫情反扑 法国又“封城” 邻国打砸抢

安静地过完 29日，法国人今天零点迎来了第二轮为期四周的全国“封城”。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新冠病毒在法国的传播速度“连最悲观的人都没预料到”。29

日的数据显示，法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7637 例，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 128 万例。法国人不得不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封城”做准备。
而另一边，上半年接连成为震中、好不容易熬过来的意大利、西班牙，却正在经历

火光冲天的打砸抢，抗议政府新的防疫禁令。第二轮新冠疫情肆虐，法国会成为下一
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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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致 3?死亡 全法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

■ 10月 28日，一对夫妇在法国巴黎
蒙马特高地拥吻 新华社 发

■ 封城前的巴黎里昂火车
站，人们排队进站 图 GJ

■ 巴黎一家超市，货

架上卫生纸所剩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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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会成为
下一个意大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