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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此前曾公布

“重新开放国境”四个阶段，当前疫情
形势依然严峻，澳大利亚抗疫仍处在

第一阶段。本月，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
批准可混打莫德纳疫苗（Moderna）、辉

瑞 （Pfizer） 和阿斯利康疫苗（As－
traZeneca）。政府希望到今年 12月，全

澳范围内疫苗接种率可达 70%。近期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仅有 11%澳大利
亚成年人拒绝接种疫苗。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现
在我们已经推广了 1.25亿剂辉瑞疫

苗和 53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莫德

纳疫苗在澳获准后，将在 9月至 12

月间增加 1000万剂疫苗，我们希望

在圣诞节前澳大利亚能实现 70%至
80%的疫苗覆盖率。”

在 8 月 4 日至 8 月 7 日期间进
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自今年年初

以来，民众对接种疫苗的“犹豫性”已
大幅下降，仅有 11%的民众表示并不

打算接种疫苗。调查显示，目前还未
接种疫苗的民众中，有三分之一明确

表示只愿意接种辉瑞疫苗，疫苗如果

尚未到位，他们愿意继续等待。

莫里森表示，目前已有 23%符合
条件的澳大利亚人完成了两剂疫苗

接种，“疫苗接种的速度正在加快”。
此次在澳获批的莫德纳疫苗适合 12

岁以上人群，但仍将“率先给成年人
接种”。

德尔塔变种病毒攻击性很强。在
拒绝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大部分为 35

至 49岁的中年人，仅有 8%为 65岁
以上老人。

   雪梨

    维多利亚州西南海岸线，坐

拥绝对曼妙的风景。既可以在安
格尔西的沙滩放松悠闲，观赏贝

尔斯海滩世界闻名的波涛；也可
以漫步于洛恩繁华的艺术社区，

参观仙女港古老迷人的渔村。十
二门徒岩当然不容错过，游客还

能选择飞行观光，饱览岛屿湾、伦

敦桥、或整个沉船海岸，然后一直
飞往奥特威角，欣赏澳大利亚最

古老的灯塔。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从热带雨林、河流、古老火山

到蜿蜒崎岖的海岸线，大洋路展现

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奥特威国
家公园，可以看到雷鸣般的瀑布和

闪闪发光的峡谷，还能穿行于古老
的苔藓树林之间。奥特威树顶步道

长 600 米缓慢上升，在壮观的冷温

带雨林之间穿越。喜欢刺激的游客
一定不会错过奥特威高空飞索，两

端“云台”之间的飞索距离森林地
面 30 米。沿着 91 公里长的大洋

路步行路线，荒芜的沙滩、茂密的

森林和澳大利亚最高的一些海崖

尽在眼底。

品尝当地农产品
大洋路盛产农产品，

沿途还有很多特色餐厅和
酿酒厂，美味挡不住。树莓

农场，可以采摘树莓和黑莓；采

摘蓝莓的不二选择则在蓝莓农场。
亚伦斯福特、廷布恩和库瑞芒格的

熟食店供应美味可口的芝士。亨提
葡萄酒产区附近的酒窖值得停留

体验一番。

体验原住民文化
从吉隆市的瓦萨荣乡村到

西部的贡第杰玛若地区可体验

原住民文化：在吉隆市品尝丛
林美食，学习古老的药物疗法，

在纳兰那原住民文化中心欣赏
迪吉里杜管演奏。参观霍尔斯

山谷的 Brambuk中心，欣赏迷

人的艺术和工艺品展览，体

验格兰坪国家公园 22000年

前岩石艺术的魅力。洛克

“莫德纳”疫苗获批，本月起可混打

澳大利亚华人向你推荐

最美的沿海公路

    在澳大利亚接种疫苗后，如何保存证明？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后，将获得疫苗接种的数字证
明。通过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网站（myGov），可以下载证

明，打印后随身携带。也可以将数字证明添加到苹果
手机的“钱包”应用程序里（Apple Wallet），便于出示。

安卓系统也将在稍晚些公布储存方式。
在制作技术上，数字证书采用了类似于驾照和身

份证制作的方法，防止造假。

此前，为了加快疫苗推广进程，澳大利亚内阁拟
提出，接种了两剂疫苗的民众将不受国际旅行限制。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表示：“就算暴发
疫情或实施州边境限制，那些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或

将免受某些限制的影响。”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在之前表示，澳大利亚政

府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凡是接种两剂疫苗的澳大利亚
人出国旅行返回后，无需接受 14天的酒店隔离，可以

在家或在其他不那么严格的环境下接受隔离，但这一
切的前提是“接种完成两剂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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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苗苗苗

    近期，澳大利亚海洋科学院

公布报告，大堡礁珊瑚去年复原
状况良好，但生态前景仍不乐观。

此前，澳大利亚政府聘请科学家
对大堡礁珊瑚进行修复，几年过

去了，珊瑚复育有所进展，但前景
还是相当黯淡。

由于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生

态被破坏，上个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建议将这个全球最大的

珊瑚礁生态体系列入“濒危名
单”。已监测珊瑚 35年之久的澳

大利亚海洋科学院在年度报告
中指出，2020 年到 2021 年间的

珊瑚恢复状况相对良好。研究人

员调查了 127处地点，发现至少
69处的硬珊瑚表面有所增加。澳

大利亚海洋科学院表示，连续 10

年具破坏性的热应力和气旋稍微

缓解后，珊瑚目前正处于恢复期。
然而由于气候变迁的冲击，

这样喘息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院执行长哈
迪斯蒂表示：“由于极端气候事

件不断增加，以及棘冠海星数量
暴增，造成更严重且更频繁的压

力，使得珊瑚礁复原的机会越来
越少。” 萧霑

大堡礁复原良好
生态前景仍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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