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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2月7日视频会晤后，俄罗斯总统普

京与美国总统拜登12月30日晚举行电话会

谈，就俄乌边境紧张局势等问题再度交锋。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围绕乌克兰局势等

议题，俄方主动出击，展示了在安全问题上的

坚定立场和谋求对话的姿态。目前，尽管美

方已对俄安全关切表示关注，但考虑到美欧

对俄既定政策难以发生实质性改变，俄与美

欧定于2022年1月举行的一系列安全事务对

话将充满挑战，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改善或难

取得根本性突破。

保持对话
据报道，在约50分钟的通话中，俄美领导

人虽然互相发警告，但都认为需要保持对话

来解决问题。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表示支持外

交对话解决问题，包括从明年初开始的美俄

双边战略稳定对话、通过北约－俄罗斯理事

会在北约进行的对话以及在欧洲安全与合作

组织（欧安组织）展开的对话。但拜登重申：

“这些对话只有在局势降温而非升级的环境

中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两国元

首进行了内容丰富的实质性沟通，俄方对此

表示满意。此次通话为即将在瑞士日内瓦举

行的俄美安全事务对话创造了良好条件。

立场坚决
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围绕乌克

兰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和乌克兰不断渲

染俄罗斯“入侵”威胁，俄方则强调局势持续

恶化是因为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

为缓和紧张气氛，俄罗斯主动出击。俄

外交部12月10日就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开展安全保障对话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和北

约为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的可能提供法律保

障。12月15日，俄罗斯向美方提交了俄美安

全保障条约草案和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

措施协议。

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多次明确划出“红

线”。在12月30日的通话中，普京再度强调

美应就北约停止东扩以及不在俄边境附近部

署威胁性武器系统向俄提供法律保障。舆论

普遍认为，俄方一系列做法展现出维护国家

安全利益的坚定立场。

美国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专家包诺夫认为，

普京的表态并不是俄方的“进攻”，这实际是俄

方在面对不平等关系时的“反击和防御动作”。

俄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

心副主任苏斯洛夫表示，俄方已向美国和北

约提出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就目前而言，克

里姆林宫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谈判。俄罗

斯的核心需求是北约不再东扩、乌克兰不加

入北约的书面保证。

突破难求
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

家长期缺乏战略互信，多重因素令俄罗斯与西

方矛盾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尽管俄美均展现

出愿意对话的姿态，但本月将举行的俄美安全

事务对话难有根本性突破，俄罗斯与美国等西

方国家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政治博弈将持续。

一方面，美俄之间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

期内得到有效化解。苏斯洛夫说，从内政外

交两方面考虑，美国不愿也不可能以让步为

代价化解与俄罗斯的冲突。未来最好的结果

大概率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进行长期

艰苦的磋商，一定程度缓和乌克兰局势。

另一方面，欧盟与北约之间以及欧盟和

北约各自内部在对俄态度上均存在分歧。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2月30

日说，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讨论欧洲安全问

题，而欧盟却被排除在外，这一点不可接受。

若俄方希望在谈判中讨论安全保障问题，这

不仅是美俄之间的事，欧盟也必须密切参与。

也有分析认为，预计于2022年1月举行

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系列安全磋商或取得

有限成果。俄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军

事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巴秋克认为，即便分歧

严重，俄美之间仍可能就一些问题达成妥协，

比如对于不在欧洲或与俄接壤国家部署诸如

中程弹道导弹等进攻性武器方面，双方可能

达成某种协议。 新华社记者 黄河

“普拜”再交锋 俄美新年“破冰”难
俄罗斯主动出击划“红线”乌克兰问题博弈将持续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70万，美国

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纪

录，为2021年画下了句点。

但即便是如此沉重的收尾，也并

没有警醒一些美国人。12月31日，纽

约市用一场线下跨年活动迎接新年。

活动现场，1.5万名美国民众聚集在纽

约时报广场，看象征着光明与希望的

水晶球缓缓落下。

美国传染病专家发出高能预警，

2022年的第一个月，美国将迎来更猛

烈的疫情“暴风雨”……

每秒3人感染新冠
根据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

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31日，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

54252612例，累计死亡病例达824339

例。而12月30日的日增确诊病例数

比24小时前多出70万，创疫情暴发以

来最高纪录。

这还不是唯一的惊人数字。美国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美国疫情

地图显示，全美85.35%的县市均已成

为“高传播地区”，导致地图上的美国

几乎完全被“涂红”。纽约州、伊利诺

伊州、威斯康星州、佛罗里达州、乔治

亚州、阿拉巴马州等北部州是受疫情

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据美国媒体统计，美国本周报告

了超过190万例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相当于每秒钟有约3名美国人感染新

冠病毒。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是本轮美国疫

情恶化的“主要推手”。美国卫生专家

预计，接下来一个月，美国全国病例数

量将急剧上升，社会各方面都将承受

巨大压力。

跨年狂欢照常举行
纽约州是此轮疫情的“重灾区”。

最新数据显示，12月30日，纽约州单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为74207例，连

续创下最高纪录。可即便疫情爆表，

但纽约人仍然表示，今年的线下跨年

狂欢将不会再“缺席”。

12月31日，时报广场跨年庆祝活

动按计划举行。此次活动规模将有所

缩减，入场人数控制在1.5万人之内，

且参加者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并佩

戴口罩。

在新一波疫情肆虐全美之际，美

国多个城市都取消了跨年活动。但纽

约市长比尔 ·德布拉西奥却信心满满

地认为，纽约市的高疫苗接种率，以及

活动现场的社交距离要求都可以确保

活动正常进行。

美媒发出“灵魂拷问”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

中，德布拉西奥表示，希望借跨年活动

表明，纽约正在向前迈进，“我们想向

世界传递一个信息：纽约是开放的”。

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样的口号难

免显得空洞。

“拜登政府难道不应该做得更好

吗？”“儿童感染率大幅攀升，我们究竟

该怎么办？”“美国人是否应该放弃希

望？”……12月29日，美国有限电视新

闻网主持人接连发出“灵魂拷问”。

但他的这些问题，却并没有人来

认真回答。12月27日，曾誓言消灭病

毒的美国总统拜登用一句“美国政府

对当前疫情没有联邦解决方案”，将皮

球踢给了各个州。

“美国政府把手洗得一干二净，

并表示这不是我的问题。”《纽约邮报》

表露了失望。 王若弦

单日新增病例破70万 疫情地图几乎“全红”

新年首月 美国迎疫情“暴风雨” 新华社伦敦12月30日电 英国新冠疫情急剧恶化，日增确

诊病例数接连打破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检测试剂已出现供

应短缺。英国公共医疗服务系统目前已处于“战时状态”，并重

新启用“南丁格尔”临时医院。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英格兰分支机构12月30日表示，8个可

容纳约100名患者的“南丁格尔”临时医院将重新投入使用。此

外，英国还将把全国多个地点的健身机构、教育中心等设施改造

为临时治疗场所，计划提供总计约4000个临时床位。

英国政府30日新增新冠病例接近19万例，达189213例，再

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该国累计确诊12748050例；新增死

亡332例，累计死亡148421例。英国卫生安全局29日表示，英

格兰90％以上社区感染病例源于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新华社悉尼12月31日电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12月31日21时，该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32946例，首次突破3万例并创下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新高；

累计确诊病例也接近40万例，达395504例。

快速攀升的病例给当地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在悉尼，

人们病毒检测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出结果的时间也大大滞

后，很多人无法在72小时内拿到检测结果。

新南威尔士大学流行病学家玛丽－路易丝 ·麦克劳斯批评

说，政府无视警告信号，过早取消一些疫情防控措施，没能在圣

诞假期有效遏制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

日增病例连破纪录
英国重启临时医院

单日新增突破3万例
澳政府被批防疫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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