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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6月8日电（记者
长远）在因新冠疫情执行“居家
令”近三个月之后，美国纽约市于
当地时间8日开始“解封”，进入经
济重启的第一阶段。

8日这一天距离纽约市确诊
首例新冠病例恰好100天。在当
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市长德
布拉西奥宣告纽约进入重启阶
段，同时感谢前线英雄们的付出
以及800多万纽约市民的配合。

这100天也是纽约市历史上
灰暗的一页。纽约市一度是全美
疫情“震中”，在感染高峰期，城市
面临呼吸机、病床、个人防护用
品、病毒检测盒等资源严重短缺，
殡仪馆也不堪重负。纽约市卫生
局数据显示，截至8日全市确诊病
例超20.4万例，约占目前全美累
计确诊病例数的10%。

根据纽约州政府制定的分阶
段、分区域经济重启计划，纽约市

新增入院人数、空余病床数比例
等数据刚刚达标，成为全州十个
地区中最后一个重启的地区。第
一阶段允许复工的企业包括建筑
业、制造业、批发行业等，部分零售
店可以接受取货服务。德布拉西
奥说，全市预计有20万至40万人
在重启的第一阶段返回工作岗位。

由于纽约市大多数上班族都
靠公交通勤，市政府将新增约32
公里的公交车道，正常时期日均
载客量多达500万人的地铁系统
也将恢复发车频率，以使乘客能
保持1.8米的社交距离。纽约大都
会运输署数据显示，疫情最严重
时期，地铁载客量下降了90%。

8日上午，纽约市地铁的搭载
量仍较低，大部分车次高峰期依
然有大量空座。每个地铁站内有
工作人员向乘客分发口罩和洗手
液；自5月初启动的每天凌晨1时
至5时的地铁车厢清洁消毒工作

仍将继续。
纽约州州长科莫8日也搭乘

了纽约市7号线地铁。他在随后
的记者发布会上说，纽约地铁卫
生程度有大幅提升。他还指出，
为紧密监控疫情变化，纽约市将
开放240余个新冠病毒检测点，
每天可进行35000次检测，同时
会将更多资源倾斜到此前受疫情
冲击最大的低收入和少数族裔聚
集的街区。

步入重启并不意味着纽约市
民可以放松警惕。过去两周，全
市持续爆发大规模反种族歧视抗
议活动，吸引了至少2万人参与，
目前仍未有结束的迹象。科莫和
德布拉西奥都对抗议活动可能引
发疫情反弹表达过忧虑，呼吁参与
过抗议的人接受检测。8日，科莫
再次敦促大家配合，称纽约全市有
15个检测点将对他们优先开放。

德布拉西奥8日也提醒市民

不要忘记这100天带来的教训，要
继续遵守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
勤洗手、少聚集等安全条例，这样
纽约市才有望顺利步入重启的第
二阶段。

哥伦比亚大学国家灾难应急
中心副主任杰弗里·施勒格尔米尔
希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社交距离措施在纽约市至少还需
执行12至18个月，其他措施也须
根据疫情的变化随时放松或收紧；
大规模的病毒检测和密切接触者
追踪需继续进行，直至可靠的疫苗
或确认有效的治疗手段问世。

德布拉西奥日前表示，纽约
市有望在7月进入重启的第二阶
段。根据重启计划，第二阶段时
理发店将重开，车辆和房地产销
售等企业可复工，餐厅可提供户
外就餐服务。但想看到百老汇剧
院的灯光再次亮起，人们仍需要
更多耐心。

抗疫百日后纽约市开始“解封”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6月8日电
（记者周星竹 宫若涵）巴西卫生部
门当地时间8日18时公布的新冠疫
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巴西24小时
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5654例，累
计达707412例；新增死亡病例679
例，累计死亡37134例。

圣保罗州仍然是巴西疫情最严
重的州，累计确诊病例逾14.4万例，
累计死亡9188例。里约热内卢州
累计确诊病例数逼近7万，累计死
亡6781例。

巴西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
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也是疫情重灾
区，其中塞阿拉州确诊病例超6.5万
例，帕拉州超5.6万例，另有3个州
在4万例以上。

近来，巴西卫生部不断延后每
日疫情数据发布时间，并只公布新
增病例数，删去累计病例数，甚至在
7日公布的数据中出现较大差错，
引发广泛争议。世界卫生组织8日
强调，巴西应继续确保数据的透明
可靠。巴西卫生部则在当天下午表
示，将恢复每天18时更新数据，并
公布累计病例数。

巴西新冠确诊
病例破70万

新华社华盛顿6月8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军控问题特别代表马
歇尔·比林斯利8日说，美国与俄罗
斯将于本月举行核军控谈判。

比林斯利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说，他与俄副外长里布亚科夫已就
本月举行核军控谈判的时间和地点
达成一致，但他没有透露具体信息。

美国媒体彭博社网站当天援引
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
美俄将于6月22日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举行新一轮军控对话，称此次
对话是比林斯利4月就任军控问题
特别代表后首次与俄方代表会谈。

美俄两国2010年签署的《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 2021 年到
期，该条约旨在限制美俄两国部署
的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美俄
《中导条约》去年失效后，《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成为两国间唯一的军
控条约。俄方已多次表示愿意不设
前提条件延长该条约有效期，但美
方目前对此仍未表明态度。

美俄本月谈判
军控问题

据新华社平壤6月9日电（记
者江亚平 洪可润）朝鲜中央通
讯社9日发表公报说，为抗议韩国
纵容“脱北者”从韩国向朝鲜方向
散发反朝传单，朝方将从当地时
间当天中午12时开始切断朝韩之
间一切通信联络线。

分析人士指出，朝方此次对
韩“断联”可能是出于表达对韩不
满和打破目前僵局的考量，但此
举大幅压缩了两国对话空间，给
本已陷入僵局的朝鲜半岛局势增
添了新变数。未来如何有效管控
半岛局势考验各方智慧。

全面“断联”
朝中社公报说，朝方将断绝

并废除通过朝韩联络办公室维持
的双方之间的通信联络线、朝韩
军方之间的东西海通信联络线、
朝韩通信试验联络线以及朝鲜劳
动党中央总部大楼和韩国总统府
青瓦台之间的热线。

公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副
委员长金英哲和党中央第一副部
长金与正8日在对韩国工作部门

的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对南工
作全面转换为“对敌工作”。

面对朝方的这一决定，韩国
统一部9日表示，韩朝间通信联络
线是为南北双方进行沟通设立的
基本手段，应遵循韩朝间的协议，
维系这些联络渠道。统一部称，
当天上午韩朝联络办公室韩方工
作人员拨打了朝方电话，但朝方
并未接听。

表达不满
分析人士认为，朝方之所以

做出如此强硬之举，是因为对韩
方存在诸多不满。朝方认为自己
在半岛无核化进程和朝韩关系改
善方面做出了诸多让步，进行了
善意配合，但韩国在发展朝韩关
系上“没有能力”，在推动朝美关
系上也作用有限。同时，长期遭
受国际制裁的朝鲜希望朝韩经贸
合作可以部分缓解本国经济困
难，但双方多项合作协议由于受
到美国干涉而流于一纸空文，令
朝方感到失望。以韩国反朝团体
散发传单为契机，朝方采取“断

联”的强硬措施，对韩国的“不作
为”表达积累已久的不满。

韩国国家战略研究院外交安
保中心负责人申范哲认为，朝鲜
对韩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的信号
十分明显，这种不满包含两个方
面：一是韩国“脱北者”团体散发
的反朝传单可能落入朝鲜境内，
对朝鲜政治和社会安全产生负面
影响；二是朝方认为韩国政府未
能切实履行韩朝领导人2018年签
署的《板门店宣言》和相关协议。

分析人士认为，朝方对韩发
难是想打破当前半岛无核化谈判
的僵局，同时也逼迫韩美在未来
的谈判中让步，为自己争取更多
谈判空间。

局势堪忧
分析人士指出，朝韩间的各

种联络机制建立起来实属不易，
发挥着实现直接沟通、避免出现
误判的关键作用，对防止半岛局
势失控至关重要。朝韩关系的最
新发展，给已经陷入僵局的朝韩
关系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带来负面

影响，为半岛局势增添新的变数。
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金仁泰说，朝方此举使南北
间通过对话磋商问题的空间被大
大压缩，韩朝关系恐将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持续陷入僵局。

金与正此前曾警告说，如果
韩国不采取相应措施，朝方将拆
除开城工业园区，关闭朝韩联络
办公室，甚至废除2018年两国签
署的军事协议。朝中社9日的公
报也说，这次的措施只是第一阶
段行动。韩国舆论分析，不排除
朝方今后做出更多强硬举动的
可能，韩朝关系发展前景令人担
忧。

申范哲认为，朝方目前的举
动仅针对韩国政府，但接下来朝
方还可能通过进行战略武器试射
等方式向美方释放强硬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在新冠疫情
未平、美国总统选举将至的敏感
时期，如何有效管控半岛局势，避
免紧张对峙进一步升级，需要国
际社会共同努力，考验有关各方
的政治智慧。

抗议韩国纵容“脱北者”散发反朝传单

朝鲜对韩“断联”

6月9日，一名工人在新西
兰首都惠灵顿清洗国会大厦的
外立面。 新西兰卫生部总干事
阿什利·布卢姆菲尔德8日在惠
灵顿宣布，新西兰国内新冠病例
正式清零，同时全国已连续 17
天未发现新病例。新西兰于 9
日零时起进一步下调新冠疫情
防控响应级别至一级。这意味
着社交距离和聚集人数等限制
都将取消，社会和经济生活基本
恢复正常。

新华社记者 郭磊 摄

新西兰新冠病例
正式清零

据新华社堪培拉 6 月 9 日电
（记者岳东兴 白旭）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9日公布了一项历时10年的调
查研究结果，称75%的澳大利亚人
对该国的原住民持有隐性或无意
识的负面偏见，这可能是原住民遭
受种族主义的原因。

澳国立大学 9 日在官网介绍
说，这项研究为期10年，共有包括
原住民在内的1.1万澳大利亚人参
与。研究通过在线测试的方式，检
测了参与者将正面和负面词语与
澳原住民和澳白人图片相匹配的
速度。研究人员将测试结果进行
分析后发现，不论参与者的性别、
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如何，
大多数人都对原住民的面孔表现
出负面偏见。

参与研究报告撰写的澳国立
大学研究员西达尔特说，结果令人
震惊，这表明澳大利亚社会上可能
普遍存在对澳原住民的隐性和负
面偏见，这很可能是原住民遭受种
族主义的原因，原住民在社会中面
临着坚实、无形的障碍。

3/4澳大利亚人
对原住民存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