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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或迎首名非裔防长
拜登提名退役四星将军奥斯汀

    本报特稿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8日宣布，

提名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退役四星将军奥
斯汀（见右图）出任新一届政府国防部长。一旦

提名获得国会确认，奥斯汀将成为美国历史上
首名非洲裔防长。

“奥斯汀是美国军事史上一位成就卓著、
备受尊敬和具有开拓精神的人物。”拜登评价

说，奥斯汀的军旅生涯展现了模范的领导能

力、品格和指挥能力，是应对美国当前挑战和
危机的合格人选。

拜登表示，下任国防部长必须立即承担起
分配新冠疫苗的后勤支持挑战，奥斯汀过去负

责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这一美国陆军 60年来最
大的后勤行动，因而经验丰富。

若提名获得国会确认，奥斯汀将执行拜登
的国防和军事优先事项，包括确保国家安全、

协助新冠疫苗分配、恢复美国同盟、应对气候
变化造成的安全威胁、推动美国军队现代化、

为未来冲突作好准备等。
奥斯汀 67?，197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2010年 9月至 2011年 12月担任最后一任驻
伊拉克美军司令，2012年 1月任美国陆军副

参谋长，2013年 3月就任中央司令部司令，负
责中东、中亚与南亚的军事战略与联合作战任

务，还担任过多国联合部队指挥官，推动美军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2016年 3月退役。
奥斯汀在美国陆军内部广受尊崇，尤其是

在非洲裔官兵中。但在军界享有盛名的他为人
低调，除出席国会听证会外不愿公开谈及美军

行动，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提名奥斯汀出任防长有助于拜登实现竞

选期间提出的“多元化”承诺，同时可以推动改
变美国军界非洲裔军官鲜获提拔的现状。不过

媒体预期，即便奥斯汀获得国防部长提名，恐
怕也不会顺利通过国会确认。

首先，美国国防部长按惯例由文职官员担
任，根据美国法律，军事将领至少退役满 7年

才能出任国防部长。而奥斯汀退役不到 5年，
因而需要国会通过豁免。美国《国会山报》指

出，这项豁免只被授予过两次，最近一次是现
任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首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此外，与许多美国退役将领经历类似，奥

斯汀目前是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董事会成
员，这一情况恐怕也会招致不少质疑。

如果国会最终“开绿灯”，奥斯汀就将成为
继马歇尔和马蒂斯后，第三名执掌国防部的退

役军事将领。 （乔伊）

重返白宫将出任拜登政府首席医疗顾问

福奇归来能帮美国战胜疫情吗？

    一直被特朗普“嫌弃”的传染病学家福奇要回来了。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7

日宣布新一届政府的抗疫团队，福奇将担任首席医疗顾问。这意味着这位“六

朝元老”将重返白宫，参与领导美国抗疫。

白宫可能即将不是那个白宫，但美国还是眼下这个美国。截至 8日，美国

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15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 28万例。世卫组织表示，过去

几周美国新增病例占全球新增病例总数的三分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5日公布最新一期封面，“2020”被画上的“大红叉”是对美国这

一年的总结：“最糟糕的一年”。“旧臣”福奇和“新主”拜登联手抗疫，能改变这一切吗？

    拜登的抗疫新团队中有不少老面孔，但众

多老面孔里，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福奇可能是最受关注的一位。一场疫情，

让不少美国人记住了福奇戴着口罩大声疾呼
的样子，也记住了他站在现任总统特朗普身边

“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无奈眼神———福奇的“出
走”和“回归”简直是美国抗疫的缩影。

接受新职务后，福奇又开始频频在公众视

野中出现。他近日警告说，按照当前疫情在美
国的发展趋势，明年 1月中旬可能是“非常黑

暗的时刻”。
就在福奇接过拜登橄榄枝的这一周，美国

疫情继续恶化，无论是新增病例、住院人数还

是死亡人数都打破了纪录：新增感染人数 2日

首次飙升至 20万人以上；超过 10万人住院治
疗，是一个月前的 2倍；3日一天近 2900人死

亡，使春季死亡人数峰值相形见绌。
“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不能用曲线来形

容，更像是垂直上升。”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
家努佐说。在一些专家看来，所谓“疫情重灾

区”的表述在美国已经不适用了，疫情多地暴

发，以至于很难指出一个特别糟糕的地区。
这样的情况让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

责人瑞安很感慨：“美国疫情艰难持久，每分钟

都有一到两人死亡，令人震惊。”但他也指出，
美国其实有强有力的卫生系统和技术能力。

    “病毒不会理睬政治辞令或阴谋论，我们

唯一的希望是科学、解决方案和团结。”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这样警告。

科学、解决方案和团结———这正是美国
抗疫过程中的软肋。

拜登正试图解决前两个问题。在抗疫方
面，他上个月已经祭出“第一把火”，宣布成立

一个由 12名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工作组，优先
应对疫情。相对于特朗普，拜登抗疫团队

最大的特色似乎是———由清一色专

业人士构成。

这似乎彰显了拜登式抗

疫策略的核心：倾听科学。美

媒称，按照拜登的计划，疾控

中心将发挥更大作用，包括

恢复定期召开疫情简报会，

并给予公共卫生专业人士更

大话语权。拜登及其顾问团队

已强调，在抗疫问题上，他们会

奉行“科学高于政治”的原则。

在新成立的“过渡网站”上，拜登团

队还列出了“七点抗疫计划”，包括对所有美

国人的“常规、可靠和免费（新冠病毒）测试”，
一旦疫苗可投入使用便“有效、公平地分配治

疗”，与州长和市长合作实施“全民佩戴口罩”
计划等措施。

但“团结”，可能依然是拜登和福奇面临
的最大挑战。

首先，美国政坛的缠斗，直接影响到了全
国范围内的政策协调。在美媒看来，“从一开

始，50个州就朝 50个不同的抗疫方向发展”，

而且这一趋势眼下还在继续。拜登 11月称将

在全国推动强制戴口罩，遭到 16名共和党州
长反对。美媒称，这凸显了美国“就基本的公共

卫生战略达成共识是多么困难”。

其次，美国民众对抗疫的配合程度，也影
响到抗疫政策的效果。尤其是部分美国年轻

人在疫情上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无畏”，
蔑视科学的“反智主义”使他们缺乏对新冠病

毒的认知基础。最雪上加霜的莫过于，政治化
抗疫对美国年轻人产生了不良引导，社会的

无知和偏见也被放大。在美国，抗疫这样一件

应该由科学和专业人士主导的专业的事，被
泛政治化了。

最后，在国际交往中，更重要的是摘下
“有色眼镜”，至暗时刻呼唤守望相助。抗击疫

情，成本考量无疑是一门幽深的学问，考验着
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能力，但面对一

个个生命，道德驱动应当超越利益计算。美国
著名学者福山认为，在治理疫情的行动中，评

价绩效的关键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
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拜登将于明年 1月就任总统，但没有人
知道届时他将面对一个怎样的美国。“不管谁

入主白宫，都不是结束疫情的灵丹妙药。”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雷德勒纳说，

“希望与世界上的专家们一起找出控制疫情

需要做的事情，我们终于要前进了。”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见良知、责任与

担当，同时也照见傲慢、偏见与无知。说到
底，一个福奇或者拜登怎么可能就拯救得了

美国呢？ 本报记者 吴宇桢

团结是最大挑战

■ 福奇将回到白宫参与领导美国抗疫 本版图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