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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短缺 多国延长接种间隔
俄罗斯和德国领导人商讨联合生产新冠疫苗

    新华社北京 1? 5?电 由于新冠疫苗

短缺及接种工作推进缓慢，英国和丹麦相继
宣布延长新冠疫苗两剂之间接种间隔，德国

正考虑作出同样决定。
丹麦国家卫生委员会主任布罗斯特伦 4

日宣布，将新冠疫苗两剂接种间隔时间延长
为最长 6周。这款疫苗由美国辉瑞制药有限

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须注

射两剂，建议接种间隔时间为 21天。

不过布罗斯特伦强调，一旦有条件，还是
应遵守 3至 4周内接种两剂的建议，“如果延

长至 6周以上，我们没看到科学依据显示能
确保大家得到保护”。

英国上周已将这款疫苗的建议接种间隔
时间从 21天改为“至少 21天”，最长“不超过

12周”。辉瑞公司以谨慎态度回应：“没有第一

剂接种超过 21天后的疫苗保护性数据。”

欧洲药品管理局文件说，辉瑞和生物新
技术公司的疫苗两剂接种间隔时间最长为 42

天。德国卫生部门正寻求一个独立疫苗委员
会评估，能否将这款疫苗两剂最长接种间隔

时间延长至 42天以上。
在疫苗短缺及接种慢等因素影响下，多

个欧洲国家已将“尽快接种疫苗第二剂”的目

标改为“给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第一剂”。

另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 5日同德国

总理默克尔通电话，就联合生产新冠疫苗前
景等合作问题进行了磋商，两国卫生部门及

相关机构将继续就这一问题沟通。

俄罗斯相关部门估计，目前已有超过 80

万或 100 万俄罗斯民众接种俄罗斯研发的
“卫星 V”新冠疫苗。

“天价”金枪鱼
拍出“白菜价”

    日本东京丰州市场 5日举行年度首场金枪鱼拍卖。 受疫情冲

击，一条 208.4公斤蓝鳍金枪鱼以 2084万日元成交，相比 2019年
的 3.336亿日元和 2020年的 1.932亿日元是断崖式下跌 图 GJ

    日本站在又一个抗疫的关口，首相菅义

伟将于 7 日决定是否宣布东京都和周边 3

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人本
应处变不惊，但眼下心情越来越复杂：熟悉

的“日常”恐怕短期内难以再回。从抗疫到工
作，乃至于他们熟悉的社会和国家，都被疫

情深刻改变和重塑着。

居家办公渐兴起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居家办公对日

本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这一

趋势正在成为新的“日常”。
“起初这令人困惑，但对像我这样忙于

工作和抚养孩子的人来说，远程工作是个不
错选择。”37岁的大谷真理子是一名品牌营

销人员，也是 2岁和 4岁儿子的母亲。以前

她每天通勤要花两小时以上，现在她很少去
办公室，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

“虽然在家工作，但可以与家人共度时
光，这给了我适当的心理平衡。”大谷相信，

远程工作将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工作，而是如何工作。”

但也有不少日本人发现居家办公没那
么容易，这不仅因为数字化进程在日本的滞

后，还出于日本社会强大的传统和习惯。
网络经济研究机构“东京商工”去年 7

月对 14300家日本公司调查后发现，尽管政
府呼吁控制病毒传播，但仍有 42％公司从未

实行过居家办公。即便是去年春天“封城”期
间，东京的通勤火车仍然挤满人。

“在这个国家，你仍然必须亲自露面。”
有美媒感慨。日本的工作文化要求面对面互

动，“盖章文化”也让一些上班族不得不奔波
于公司和家之间。调查显示，没有远程办公

的日本企业中，77%企业认为最大的理由是
“远程办公不方便盖章、处理书面文件”。

但为了抗疫，日本正在酝酿一场“电子
印章风潮”，不少企业开始改签电子合同。

自杀率大幅上升
也有人更多看到的是“无常”，感到前所

未有的无助和孤单。

43岁的小林惠里子对“自杀”这个沉重
的词并不陌生，22岁时她曾因难以承担东京

的房租和生活开支自杀未遂。如今她找到了

稳定的工作，还出书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过去这一年，新冠病毒正在带回她曾

经感受到的压力。“我的薪水被削减了，我看
不到隧道尽头的曙光。”小林说，“我经常有

危机感，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
疫情之下，失业、社会孤立等问题让一

度下降的日本自杀率大幅上升。警察厅统计

数据显示，仅去年 11月日本自杀人数就高
达 19225人，远超日本累计新冠死亡人数。

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受疫情影响相对较
大。日本自杀预防中心代表董事清水靖之

说：“经济与就业困难、抚养孩子与家庭暴力
等都可能是导致女性自杀率上升的原因。”

更痛苦的可能是无人倾诉。“让别人知
道弱点是可耻的，所以你把所有东西藏起

来，然后忍受。”小林谈到日本的耻感文化，
“我们需要营造一种可以显示自己的软弱和

痛苦的文化。”

疫情也让日本社会中的一些裂痕更加
明显，比如非正式雇佣问题。

十多年来，日田节子一直在东京地铁贩
卖亭里工作，但始终只是非正式员工。在知

道正式员工的年度奖金是她的四到五倍后，
她于 2014年提起诉讼。去年疫情期间，她等

到了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她的雇主没有

义务向她提供与正式员工一样的退休金。
非正式员工在疫情之下的裁员中首当

其冲，而日本女性劳动力中有超过一半是非
正式员工。虽然日本法律规定公司在对待员

工时应避免“不合理”的差异，但是语焉不
详。这一纸判决让日田感慨：“我们都是一次

性的（员工）。”

悄悄离开大城市
有人挣扎在“无常”中，也有人重塑“日

常”。一些日本人重新审视工作，开始追求更

平衡的生活，离开大城市的风潮悄悄兴起。
去年春天，当疫情暴发导致大米和方便

面从东京超市消失时，36岁的冈田薰决定离
开。他选择定居在中部城市长野县佐久市，

依旧做在线零售和出口业务，同时在共用农
场种植蔬菜和水稻。他说：“靠近食品生产中

心并与农民保持联系，给了我安全感。”

41岁的糕点师南条美耀也离开了东京，
计划在长野县松川镇开一家咖啡馆。南条是

一名单身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她工作的
糖果店因疫情关闭，在卡车制造厂工作的儿

子也失业后，从东京搬到长野县。南条觉得
自己能重新开始是幸运的，“没有必要坚守

东京，那里有很多很多人自杀”。
去年 9月有 30644人搬出东京，同比增

长 12.5%，27006 人迁入东京，同比下降
11.7%。这在东京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人力资源公司圣保那人才服务集团首
席执行官南部靖之表示，将在 2023年前把

公司总部和 1200名员工迁至淡路岛，那里
是他的家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公司和

员工改变关于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观念，这种
搬迁趋势将继续下去，“这是疫情给我们带

来的变化”。 本报记者 吴宇桢

从企业文化到生活方式都在深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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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街头的上班族

■ 日本推出单人办公隔间 图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