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国际
2020.4.21 星期二 编辑 李旭光 校对 李赛

新 华 社 萨 格 勒 布 4 月 19 日 电 连日
来，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新冠
疫情持续缓解，但因病患群体庞大，新增
确诊、死亡、重症病例数仍然提醒人们不
能松懈。

目前，欧洲多国正在酝酿5月初开始解
除部分疫情防控限制，力求在抗疫和恢复经
济之间达到平衡。

确诊与死亡人数增长趋缓

意大利 19 日确诊病例新增 3047 例，
达到 178972 例；死亡病例新增 433 例，达
到 23660 例。新增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及
重症病例数继续保持下降趋势，其中，新
增死亡病例是一周来的最低水平，重症
病例持续了 4 日以来的下降趋势，疫情
继续缓解。

法国 19 日医院确诊病例累计 112606
例，社会医疗机构确诊或疑似病例累计
达 63336 例，死亡病例升至 19718 例，住院
病人和重症病人均有所减少。法国卫生
总署署长萨洛蒙认为，法国新冠疫情正
在缓解。法总理菲利普 19 日表示，疫情
尚未结束，但法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
了一些成绩。

截至当地时间 19日零时，德国累计确
诊病例139897例，较前一日增加2458例；累
计死亡4294例，较前一日增加184例；累计
治愈约88000例。

比利时 19日新增确诊病例 1313例，累
计确诊 38496 例；当日新增死亡病例 230
例，累计死亡病例5683例。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9日
发布公报说，过去24小时内荷兰新增确诊
病例1066例，累计确诊32655例；新增死亡
病例83例，累计死亡3684例。

英国19日新增596例确诊病例，确诊总
数攀升至 120067例，累计死亡病例数达到
16060例。

德官员称“群体免疫”不适用

德国总理府部长布劳恩19日表示，“群
体免疫”不是适合德国应对疫情的策略，若
要在18个月内让一半以上德国人口免疫，
每天需有7.3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德国医疗
系统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目前，联邦政
府采取的措施是避免感染，直到人们可以通
过疫苗获得免疫。

法国卫生部长韦朗说，医护人员的防护
服、手套和防护帽库存紧张，重症病人依赖
的药品也相对紧缺。法总理菲利普 19 日
说，法国提高了口罩生产能力，大幅增加了
医院重症监护病床的数量。

爱尔兰卫生服务执行局官员 19日说，
从中国采购的第二批个人防护设备近日将
运抵爱尔兰，这将有助于缓解该国此类设备
供应紧张的情况。

斯洛文尼亚将从20日开始全国随机检
测活动，评估病毒传播范围以及确定是否存
在大量无症状感染者，为进一步采取措施提
供依据。目前，已经向各年龄段随机选出的
3000人发出检测邀请。

克罗地亚计划一周内对1000人进行血
清抗体检测，以了解无症状感染者所占比
例。克罗地亚从中国采购的第三批数十吨
医疗物资19日运抵萨格勒布，近期还将有
数班运送物资的专机从上海直飞萨格勒布。

逐步解禁措施或将陆续出台

波黑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强
有力的提振经济措施，到年底波黑预计将有
近10万人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预
测，克罗地亚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大幅减
少，失业率将升至11.5%。

意大利总理孔特周末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意大利有可能从5月4日开始恢复部分
经济和社会活动。孔特否认媒体关于一些
地区将优先解除“封城”状态的报道，称全国
将在解封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

斯洛文尼亚政府此前已决定逐渐放松
限制措施，包括自20日起车行、建材商店、
家具店、干洗店、维修店等开始恢复营业，并
重新开放一些户外运动场所。斯政府要求
民众严格遵守室内场所戴口罩、使用消毒
液、保持安全距离等规定。

荷兰政府21日将决定是否延长定于28
日结束的各项封禁措施。

欧洲疫情缓解 多国酝酿部分解禁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9 日电
在美国大多数地区，针对新冠疫
情的社交疏离政策已持续约一
个月。尽管全美疫情整体上依
然严重，但一些州的数据逐渐趋
于平稳。与此同时，疫情带来日
益沉重的民生和经济压力。在
此背景下，何时及如何放松“居
家令”的问题，近来引发美国社
会热议。

争议

在美国，“居家令”由各州州
长负责制定，颁行时间不一，宽
严程度也不同。白宫3月 16日
发布社交疏离指导意见，建议在
全美范围内居家避疫，但总统特
朗普拒绝由联邦政府发布强制
性“居家令”，坚持由各州自行决
定。4月16日，白宫发布指导意
见，建议各州分阶段放松“居家
令”并重启经济，具体方案仍由
各州州长决定。

连日来，美国俄亥俄、犹他、
马里兰、得克萨斯、田纳西、加利
福尼亚等多州民众举行示威，要
求放松或取消“居家令”。很多
抗议者既不戴口罩，也未保持一
定的社交距离。而特朗普17日
还连发推文呼吁“解放”密歇根、

弗吉尼亚和明尼苏达，为抗议活
动推波助澜，结果引发这3个州
的民主党籍州长与特朗普之间
的又一轮“互怼”。

其中，重疫区底特律所在的
密歇根州“居家令”较许多州更
为严格，比如禁止居民前往自己
名下的其他住所，关闭售卖家
具、园艺用品的商店等。该州州
长惠特默称，“想以一种真正能
拯救生命、确保安全、降低风险
的方式”来处理“居家令”问题。
就特朗普的“解放”推文，惠特默
说：“唯一的回应是，密歇根州目
前（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全美
第三。”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州已在
尝试放松“居家令”并准备复
工。得克萨斯州计划4月下旬
起允许居民外出消费，允许医疗
机构恢复部分“非紧急手术”；明
尼苏达州18日起重新开放高尔
夫球场、游艇码头以及户外射击
场等户外娱乐场所；佛罗里达州
17日宣布限时开放公共海滩；就
连疫情最重的纽约、康涅狄格和
新泽西州，18日也开放了游艇码
头和船坞。

从民调看，支持解除“居家
令”的美国民众目前仍是少数

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
街日报》19日发布的联合民调结
果显示，在美国登记选民中，有
58%的人担心过早取消社交疏
离措施会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和死亡人数激增，32%的人担
心“居家令”持续时间太长，另有
3%的人对这两种情况都表示担
忧。调查还显示，77%的美国选
民称疫情对他们的影响“非常
大”或“相当大”，只有3%的人说
生活没受到影响。

两难

“居家令”等社交疏离政策
由各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主导
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各州与
联邦之间、州与州之间步调不一
致。在党争和大选年背景下，共
和党和民主党关于联邦与各州
之间权力分配、政府应该扩权还
是放松监管的理念分歧，特朗普
的争议性言论，都成为各种“口
水战”的素材。

也有人认为，在解除“居家
令”问题上，联邦政府允许各州

“自行选择时间和方式”，或有利
于各州发挥自主性和灵活性。

2020 年是美国大选年，围
绕“居家令”的争议难免染上政

治色彩。《纽约时报》载文称，多
个州的抗议“居家令”活动由右
翼团体组织或赞助，目的是“播
下分裂的种子”。客观上，经济
重启越迟，复苏就来得越晚。能
否在11月大选投票前实现经济
的快速反弹，对谋求连任的特朗
普来说的确干系重大。

“居家令”争议的背后，更大
的问题是在疫情可能较长时间
持续的前景下，如何处理疫情与
民生、经济的关系。

虽然在华盛顿州、加利福尼
亚州乃至疫情最重的纽约州，疫
情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趋稳迹
象，但整个美国要度过疫情高峰
期仍需时日。而社交疏离政策的
推行，已使美国经济大面积停摆，
4周之内失业人数约达2000万。
对大量“手停口停”或背负房贷等
债务的美国人来说，“居家令”持
续时间越长，他们的生存压力就
越大。而从各州和国家层面看，
如果“居家令”持续下去，不仅付
出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还会造
成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总之，在美国的疫情、民生
和经济之间，如何把握好度，在
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避免疫情
剧烈反弹，这是一个难题。

美国“居家令”松动的是与非

新华社纽约4月19日电 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9日
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9日
15时（北京时间 20日 3时），美
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万
例，达到40585例。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累计确
诊病例742442例。累计确诊病
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州是纽约
州，分别为 242570 例和 18921
例。此外，新泽西州累计死亡
4364 例，密歇根州累计死亡
2308 例，马萨诸塞州累计死亡
1560例。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万例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
电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确诊
病例达到2157158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
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4月
19 日 10 时（北京时间 16 时），
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较前
一 日 增 加 81132 例 ，达 到
2157158 例；中国以外死亡病

例较前一日增加 6463 例，达
到147909例。

全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
例较前一日增加 81153例，达
到2241359例；死亡病例较前
一 日 增 加 6463 例 ，达 到
152551例。

据新华社马德里 4 月 20
日电 西班牙卫生部20日发布
的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19日晚西班牙累计确诊病
例数已超过 20万，不过 19日
新增死亡病例 399例，是自 3
月 23日以来首次降低至 400
例以下。

根据西卫生部的统计，截
至当地时间19日21时，西班牙
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4266
例，累计达200210例；新增死
亡399例，累计达20852例。

全球病例逾224万 西班牙超20万

这是4月19日在美国纽约一座墓园拍摄的准备埋葬死者的坟墓。 新华社发（郭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