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河浮尸不止 印度亟待“疗伤”
日增确诊病例数降到30万以下 日增死亡病例数依旧居高不下

    据印度卫生部 17日公布的数据，印度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终于降至 30万以下。然
而，从恒河里的上千具浮尸，到猖獗的药品黑

市，再到因“意见不合”而被迫辞职的顶级病
毒学家……无不说明印度抗疫仍任重道远，

因疫情而千疮百孔的印度社会亟需“诊疗”。

浮尸堆积河岸
印度卫生部 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

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 281386例，累

计确诊逼近 2500万例。这是 26天以来，印度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低于 30万。

然而，每日新增死亡病例数仍居高不下。
医疗资源极度紧缺，火葬场不堪重负的种种

骇人场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印媒报道称，过去两周已有 1000多具尸
体从恒河等河流中打捞出来。印度北方邦政

府发言人塞格尔 16日信誓旦旦地表示数量
众多的尸体肯定与新冠疫情无关，而是印度

教的河葬习俗。但路透社 15日援引印度北方

邦政府内部备忘录报道称，多条河流中都发
现有被弃浮尸，其中有些尸体的核酸检测确

为阳性。该备忘录显示，由于火化尸体所需的
木材价格高涨，以及一些特定传统习俗的影

响，近期河道内抛尸的情况愈发严峻。
即便河葬习俗属实，但正如当地民众所

说，疫情之下，这些尸体理应得到更加小心的

处置，因为它们“会向人们传播更多的疾病”。

医疗黑市猖獗
向河道抛尸的现象有些出于习俗，有些

则出于无奈。

上述备忘录建议，邦政府应向贫困家庭
提供 5000卢比（约合 440元人民币）的火化、

丧葬费用，以合理处理尸体。然而，在新冠病
毒和经济不振双重打击下的民众，更愿意用

微薄的资金救济生者。

在印度南部海得拉巴市，银行白领库玛

尔的家人不得不花费近43000卢比（约合3800

元人民币）去黑市为她购买抗病毒药物瑞德
西韦，因为“所有的药店都说已经没货了”。

45岁的出租车司机拉尔开了十多个小时
的车为妻子四处求购氧气瓶，最终以近 60000

卢比的价格买到了一个 30升的氧气瓶，“这
个价格几乎是平时的三倍”。

为救母亲，泰米尔纳德邦的工程师塞尔

万把母亲送进了服务更好的私营医院。但一
周后母亲出院时，他被要求支付近 20万卢比

的开销。
考虑到印度 2020年人均国民净收入仅

约 13.5万卢比，印度公共卫生官员形容这是
“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

人祸天灾齐至
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高层却是另外的

景象。

印度顶级病毒学家沙希德·贾米尔 16日

证实自己从印度政府为监测变异新冠病毒而

设立的一个专家咨询组辞职。贾米尔没有透
露自己辞职的具体原因，但此前他曾批评印

度政府对疫情的处理方式。

近来，印度街头及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

批评总理莫迪的海报。有海报上写着：“莫迪，
你为什么把（本应给）我们孩子的疫苗送去国

外？”但据印度媒体报道，印人党政府不是虚
心接受，诚恳反思，而是动用警力逮捕了至少

27人，包括临时工人、人力车司机等。
内斗不止，天灾将至。

每年 5月下旬起，印度开始进入雨季，热
带风暴与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陶特”15日

开始登陆印度西南海岸，随后变为气旋风暴，
并于 17日晚在古吉拉特邦登陆，最高风速达

每小时 185公里。目前，古吉拉特邦约 15万
人被迫转移。分析预计，气象灾害将令印度雪

上加霜。

本报记者 杨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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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必要，我们会继续袭击！”在密

集轰炸加沙地带 100多次后，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依旧表示“不会停下脚步”。哈马斯

领导人也依然警告以色列“不要玩火”。
硝烟的背后，是两国之间的较量。但对

战火中的平民而言，这更是

一场可怕的生死劫。

废墟下的平民
当以色列的炮弹划过

加沙地带上空，巴勒斯坦的

一名年轻母亲沙瓦发明了
一个叫“数爆炸声”的游戏

来转移两个孩子的注意力。
“我们在走廊里拥抱在

一起，大声数着爆炸声。”沙

瓦说，他们的家在第一轮轰
炸后面目全非，孩子们一遍

又一遍地尖叫。因为精神极
度恐惧和紧张，他们甚至吃

不下东西。
随着空袭密集到来，有

更多平民被困在瓦砾之下。
救援人员靠着手和铁

锹在扭曲的金属和沉重的混凝土中寻找和
营救伤者。

在以军实施空袭的时候，一名巴勒斯坦
男子眼看着自己住的大楼先是左摇右晃，然

后轰然倒塌。“我的邻居一家六口都被埋在
了废墟下，其中有四个孩子。”他在悲痛之

余，又流露出了一丝侥幸。但他也知道，死亡

依然会随时降临。

被摧毁的“生命线”

加沙地带一直被人权组织比作“露天监
狱”。现在，情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每隔几年，加沙就会发生一场规模巨
大的冲突，这使得加沙不断陷入绝望和贫穷

的泥沼。”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员工塔马拉·里
法伊说，“即便是卫生系统非常薄弱，加沙人

民现在还必须与新冠病毒作斗争。”

由于以方切断了燃料供应，加沙地区正
常时期已经断断续续的电力和淡水供应处

在了更大的危机中。
“除非达成停火协议，燃料供给才被允

许供应。”一名以色列官员说。据报道，加沙
唯一的发电厂恐于近日耗尽燃料。

加沙的医院也因为燃料和医疗物资的

短缺，以及受伤人数的增加而倍感压力。

“目前已有 1200多人受伤，但加沙所有
医院的发电机燃料将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用完。”加沙卫生部官员古德拉忧心不已。
“医院现在有大批被烧伤、四肢受伤和因吸

入有毒烟雾而面临窒息的人，我们需要开放
进入以色列的过境点，否则将无法获得药

品、医疗用品、食品和发电机燃料。”古德拉

说，冲突几乎摧毁了加沙地区的“生命线”。
连日来以军的空袭和炮击使上万当地

人流离失所。“失无可失。”一位加沙平民抬
头仰望着天际线弥漫的黑烟，悲从中来……

难民营的悲歌
以色列一直坚称他们的目标是哈马斯

的阵地，指责哈马斯总是躲在巴勒斯坦平民

身后。15日，他们将目标对准了加沙地带规
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沙堤难民营。空袭导致

难民营里一栋三层楼房倒塌，2名妇女和 8

名 14岁以下的儿童当场死亡。

“那一天，我和妻子以及五个孩子准备

去庆祝开斋节，但以色列人在没有任何驱
逐、警告、电话的情况下，袭击了我们的房

子。”哈迪迪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只

是孩子，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没有未来。从一开始就没有未来。对我
们来说，这不是第一次战争。但我们不会是

第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当然也不会是最后

一个。”哈迪迪悲痛万分地

说，他5个月大的儿子奥马
尔是这场劫难中唯一的幸

存者。

在沙堤难民营的一片
狼藉中，人们可以看到残

损的棋盘、缺了胳膊的布
娃娃和碗碟的碎片。这些

都是炮火来过的证明。

无止境的循环？

连日来，国际社会都
在敦促巴以停火。

但巴以双方没有停下
“死磕”的脚步。

17日，在以色列国防
军对加沙地带进行了两

小时的空袭后，近 12 个
以色列城镇响起了火箭

弹警报。

据俄罗斯卫星网最新消息称，以色列空
袭已造成 2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

58名儿童。以色列官方称，有 10名以色列
人死亡，约 50人重伤。

而美国还在拖延时间。白宫 17日发布
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的电话交谈中表示，美国支持以色列

与巴勒斯坦之间停火。但也是在这一天，美
国第三次阻止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联

合声明。这已是美国一周内第 3次阻止这项
声明过关。美国宣称希望有更多时间，进行

“自己的外交努力”。
17日，《华盛顿邮报》则援引消息人士

的话爆料称，美国政府本月初批准了向以色
列出售价值 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

“看到这一切，我每天都在哭，为什么我
们沦落至此？”看着自己的家园变成一片废

墟，一名 10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对着镜头崩
溃大哭。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即便这次能幸免于
难，但战争所带来的心灵创伤，或将伴随他

们一生……

王若弦

母亲带孩子“玩”数爆炸声游戏 难民营里留下炮火来过的痕迹

巴以冲突：一场可怕的生死劫
一面宣称支持巴以停火，一面却

再次阻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联合
声明，美国政府 17 日的言行自相矛
盾，巴以民众的苦难还将持续。

■ 父亲抱着在袭击中丧生的孩子痛哭 图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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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稿 新冠疫情暴

发后，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
歧视甚至袭击案件激增。然

而，纽约市警方统计却显
示，2021 年因施袭或骚扰

亚裔被捕疑犯中，约半数都
有精神疾病或心理健康问

题。这一统计数据引发舆论

对警方执法情况的质疑。
美国媒体报道称，截至

4月初，纽约已录得 35起
针对亚裔的仇恨案件，远超

去年总数的 28起和前年的
3起。

然而，在因袭击或骚扰
亚裔人士被捕的 23 人当

中，有 11人声称或被诊断
出患有精神疾病。

纽约市警方跨部门行
动组负责人托宾指出，心理

或精神疾病和犯罪率本无
关联，不过在针对亚裔犯罪

中，却明显有更多疑犯有精
神疾病，认为这些数字“并

不正常”。
28岁疑凶鲁索因拉扯

亚裔女子头发被捕，他还曾
推倒一名 77 岁华裔老翁，

以及殴打一名 64岁华裔女
性头部。然而鲁索的兄长表

示，鲁索患有精神疾病，未能及时服药才失控
攻击他人。

26岁非裔男子罗森因为在今年 3 月攻
击 63岁华裔男子被捕。罗森亦称患有精神疾

病，案发时正接受警方监视，这已是他第 33

次被捕。

《纽约每日新闻》分析称，由于没有权限

调查疑凶病历，警方只能依靠疑凶被捕时的
口供及前科记录，判定疑凶是否存在心理健

康问题，准确性大打折扣，更可能成为执法漏
洞。

纽约市长白思豪曾批评称，当地监管系
统存在缺陷，被草率释放的疑凶缺乏精神健

康支持，仍有反复作案可能。约翰杰刑事司法
学院教授纳达尔也指出，司法系统未能建立

强大的安全网，降低精神疾病患者施袭风险，
“有些疑凶从被捕、送医到释放，只需短短几

小时。”
即使施袭者确定患有精神疾病，也难以

为亚裔受害人带来安慰。

63岁的华裔受害人便表示，虽然他相信
罗森因病发失控而攻击他，但美国社会针对

亚裔的歧视有增无减，“只要你身为亚裔，便
会频频遭人骚扰，疫情只是令歧视愈演愈

烈”。
（钟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