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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美国抗疫和溯源有三宗罪
外交部发言人批美煽风点火搞政治操弄

    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29日指出了美国在抗疫和新冠病毒
溯源问题上的三宗罪：病毒扩散国、病毒隐瞒

国、大搞“溯源恐怖主义”。
有记者问：近期，有媒体报道，美国不仅

自身抗疫不力，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感染
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还在出境控制措施、

遣返非法移民等方面采取不负责任做法，加

剧疫情全球扩散。中方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到处煽风

点火，不断加大对病毒溯源的政治操弄。美国
在抗疫和溯源上有三宗罪：

第一，美国是病毒扩散国。美国医疗技术

全球领先，却让政治操弄凌驾于疫情防控之
上，导致本国约 3500万人感染，超过 61万人

失去生命。美国没有采取有效的出境控制措
施，导致多国出现自美输入病例。美国还不顾

国际社会反对，在疫情形势下将成千上万感
染新冠病毒的非法移民加紧遣返回国，直接

造成许多拉美国家疫情加剧。《纽约时报》评

论称美国这一行为无异于“输出病毒”。
第二，美国是病毒隐瞒国。华盛顿大学研

究显示，美国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病例可能
分别高达 6500万和 90万，远远高于官方统

计。美国早期感染病例时间线不断提前，德特

里克堡疑云重重。美国为什么不敢邀请世卫
组织赴美溯源？为什么不敢开放德特里克堡

等生物实验室？试问这就是美方所谓“透明、
负责”的态度吗？

第三，美国大搞“溯源恐怖主义”。从美国
上届政府喊出的第一声“中国病毒”开始，美

国一直在全世界散布病毒污名化言论。美国

还试图将中国甚至亚洲国家与新冠病毒起源
相捆绑，导致美国和其他个别西方国家反亚

裔情绪高涨，许多亚裔无端遭受歧视、压迫甚
至人身威胁，生活在恐怖与不安中。美国还将

“黑手”伸向科学界，打压科学人士的正义声

音，导致许多直言立场的科学家饱受人身攻
击和谩骂威胁。有媒体评论说，美国上述做法

无异于“溯源恐怖主义”。
“上述三宗罪，不过是美国借疫情搞政治

操弄的冰山一角。”赵立坚说，反对政治操弄
病毒溯源已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一致态

度，截至目前已有 60国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

就此表明立场。
“新冠病毒需要溯源，借疫情甩锅推责、

大搞歧视和胁迫的政治病毒也需要溯源，更
需要彻底治理。”赵立坚说。

没有取胜的战争
当总统拜登宣布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

行动时，41岁的美国退伍军人利利没有感到

一丝轻松，这位前特种陆战队队员曾在阿富
汗和伊拉克前线战斗了 16年。

利利对美国为这场战争所挥霍的血泪
与金钱感到失望，他开始重新思考这场战争

的代价与意义。他神情黯然地说，“我们百分

百输掉了这场战争。”
美国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数据

显示：因“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9 · 11”恐
怖袭击而引发了这场长达 20年的战争共造

成超 3500名美军及其盟军死亡，超 47000

名阿富汗平民死亡，至少 66000名阿富汗士

兵死亡，超 270万阿富汗民众流离失所。
利利逐渐明白，为什么历史学家把阿富

汗称作“帝国墓地”。“值得吗？这是个大问
题。”面对这些沉重的数字，利利认为，哪怕

是一条生命的损失都是不值得的。

34岁的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乔丹 ·莱尔
德也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2010

年 10月至 2011年 4月，莱尔德在阿富汗战
火最猛烈地区之一的桑金谷服役。“25人丧

生，200多人受伤，最好的朋友在我的怀里流
血而死。”头三个月，莱尔德就已深刻体会战

争的无情，“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在越战中伤

残的退伍军人，他们在失去四肢后回到了祖
国，然后被丢弃在一边。”

“20年前，美国用两个月的时间推翻了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看似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20年后的今天，美国正在撤军，胜利的幻
梦早已不复存在，而塔利班或许又将要恢复

他们的统治。”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阿富汗
战争证明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即打赢

了战役但输掉了战争是有可能的。”
付出了青春、血泪、甚至生命却换来如

此结局，驻阿美军难免悲从中来。

持久不散的阴影
伴随美国士兵从阿富汗归来的不止有

悲伤，还有久久难以消弭的心理阴影。“美国

没有吸取越战的教训，那场战争曾让约 5.8

万美军丧生。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

争。”利利坦言，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放下了
内心的愤懑。

战友自杀的一幕也深深刺痛了前海军

陆战队队员尼瓦多 ·冈萨雷斯的心。“我以为

战争已经结束，其实这一切只是开始。”尽管

美国即将完成撤军，但关乎退伍士兵心理健

康的斗争仍在继续，“2016年一个战友的自
杀身亡，对我造成了很大冲击。”
“战争成本项目”研究发现，“9 · 11”事件

后，退伍军人的自杀率是在战争死亡人数的
四倍。数据显示，约有 30177名参加过反恐

战争的美国现役和退伍军人自杀，相比之
下，在战争中死去的有 7057人。

难以平复的伤痛
美国《国会山报》认为，阿富汗战争使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成为军队面临的

最为严重的心理健康挑战。”研究人员发现
背后的几点原因：一是服役人员（在战争期

间）遭受了精神和道德创伤；二是军队霸权
文化的影响；三是枪支的可获得性；四是重

新融入平民生活的难题。“随着伊拉克和阿

富汗战争的拖延，那些参与这些战争的人更
加孤立于社会。”一项调查发现，在“9 · 11”事

件后退伍的军人中，有 67%认识另一名企图
自杀或死于自杀的同事。

研究表明，退伍军人自杀率和自杀意念

发生率的高峰期是服役结束的过渡期。分析
人士表示，成功的过渡不仅需要福利支持和

强大的心理素质，还需要国家为退伍军人提
供一条满足就业、住房和教育等各方面需求

的可靠道路。 王若弦

美国要涨价 日本手头紧
磋商驻日美军费用分摊问题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媒体 29日以多名外

交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围绕 2022财年起驻日
美军费用分摊事宜，美方要求日方增加负担

额度。对此，日方计划以“手头紧”等理由拒绝
大幅增加支出，并征得美方理解。

消息人士说，日美双方将于 8月上旬在

美国启动工作级谈判，希望年底前就 2022财
年起多个年度的驻日美军费用分摊事宜达成

协议。日方谈判代表为外务省北美局参事官
有马裕和防卫省防卫政策局次长大和太郎。

美方谈判代表为国务院负责安全磋商和协议
的高级顾问唐娜 ·韦尔顿。

韦尔顿是“日本通”，2013年至 2015年
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出任公使，分管政治事务。

她在驻军费用分摊谈判方面经验丰富，美国

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韦尔顿就负责牵头
驻日美军费用谈判。

在谈判前的非正式磋商中，美方提出“涨
价”要求。不过，报道没有提及涨价幅度。

现阶段，驻日美军大约有 5.5万人。日本
负担的经费包括驻日美军基地的水电费、员

工工资和训练转移费等。2021财年（2021年
4月至 2022年 3月），日方负担额度为 2017

亿日元（约合 18.4亿美元）。

消息人士说，日方已准备多个理由，希望
既不大幅增加军费负担又能求得美方理解。

日方将告诉美方，在严峻的财政状况下，已经
“最大限度”承担美军开支。

美驻阿富汗士兵撤离之后吐露心声

20年血泪付出换来“心灵黑洞”
美国宣布今年 9 月 11 日

前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将结束这
场漫长的战争。对于那些美国士
兵来说，重返日常无疑是另一场
艰难的战争。任何风吹草动，都
有可能唤醒他们对残酷和血腥
的记忆。

在现实生活和战争回忆中
不定时切换是一种可怕的折磨，
战争留下的“心灵黑洞”巨大而
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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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士兵撤离

阿富汗返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