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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5 月 28 日电（记者张
代蕾）受中国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邀
请，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任张文宏 28 日与在英国北爱尔兰
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进行视频连线，
探讨英国逐步“解封”后的防疫问题。

在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张文宏
就人们普遍关心的疫情趋势、疫苗研
制、复工复课、国际旅行等问题做了详
细解答。

张文宏判断，未来一到两年内，新
冠病毒都仍会存在，因此要理性看待
疫情并尽快适应可能持续一两年的常
态化抗疫。

“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所以复
工复产是必然的，我们该干嘛干嘛，

‘边打边看’的战略在现阶段是合适
的。常态化抗疫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
主要战略决策。”张文宏说。

目前，英国新冠疫情高峰已过，各
地开始逐步“解封”，进入复工复课阶
段。对复工复课后的生活，张文宏建
议，首先，不能过度放松，到人员密集
的地方仍要注意戴口罩、尽量保持社
交距离，办公场所注意保持通风和卫
生；第二，不用过度恐惧，只要个人防
护做到位，重点保护好家中老人和有
基础疾病的人，就没有必要焦虑。

他说，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
研发已经取得一些突破，但距离真正
投入使用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家要对
疫苗研制保持信心。同时，个人也须通
过日常锻炼、保证营养摄入，来增强自
身抵抗力。

对华侨华人们提出的问题，张文
宏有问必答，深入浅出，还时不时用风
趣诙谐的语言为大家普及防护知识。

在回答国际旅行乘机如何做好个
人防护的问题时，他说：“一上飞机就
不吃不喝不动的行为非常危险，搞不
好一下飞机就直接‘重症’了，因为你没有摄入足够的水和营养。”

他说，正确操作是不要和邻座乘客同时吃喝。“你看别人吃
饭，你就戴好口罩；别人戴着口罩，你就赶紧吃饭；不要同时吃
喝。吃完以后去洗手，洗完回来倒头就睡，你会感觉时间很快过
去了。”

张文宏说，应对战胜疫情保持信心，历史上没有哪一次传染病
对人类造成了完全不可恢复的打击，“人类每一次都挺过来了”。

中国驻贝尔法斯特总领事张美芳说，张文宏“接地气”的解
答让人倍感亲切和踏实，希望这次交流能帮助大家进一步理性
认识疫情，减少焦虑和担忧，做好有效防护，更好适应英国逐步
“解封”后的防疫抗疫新常态。

视频交流会由中国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与上海市外办、卫
健委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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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巴西卫生部 27 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巴西新冠确诊病
例已经突破 41 万例，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此外，巴西近来
新冠死亡病例数居高不下，特别是最近两日连续超过 1000 例。
专家认为，缺乏协调、医疗资源不足是导致巴西成为全球新冠疫
情新“震中”的两大主因。

缺乏协调导致抗疫不力

巴西 2 月底确诊首例新冠病例后，并未像稍晚出现首例病
例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周边国家那样从一开始就采取强硬的防
控措施，而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以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为由，
未及时对病患进行跟踪、排查，错失了控制疫情最佳时间窗口。

直至 3 月中旬，巴西两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均出现
社区传播，多名访美归来的官员被确诊，各级政府才开始重视起
来，但仍在“保健康”还是“保经济”之间犹豫不决。联邦政府尽
管在 3 月 20 日宣布国家进入公共灾难状态，但是直到 3 月 30
日才完全关闭边境，4 月初才开始呼吁民众戴口罩出行。

巴西当局缺乏协调一致的抗疫安排。因为与总统博索纳罗
分歧严重，巴西前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塞尔吉奥·莫罗以及先后
两任卫生部长路易斯·曼代塔和内尔松·泰奇离职。博索纳罗与
地方政府在抗疫问题上也有不少分歧，这也给抗疫工作增加了
困难。

疫情发生后，巴西各地暂停了除超市、药店等必要行业以外
大多数商铺的营业，政府呼吁民众自觉采取社会隔离措施，但各
地隔离率始终不高。出于保经济的考虑，部分州、市在确诊病例
数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就匆忙解封，结果很快导致感染人数
再度上升，不得不再次禁止商铺开门。此外，长途交通继续运
行、检测试剂数量不足，以及民众缺乏戴口罩的习惯，使得疫情
出现向偏远地区蔓延的趋势。

巴西资本市场学院教授里卡多·凯希奥洛认为，在抗疫方
面，巴西目前局面混乱，总统和各州长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各
地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这成为疫情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医疗资源不足导致死亡率高

相比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巴西的医疗卫生体系相对健全。
巴西实行公费医疗，国民均能得到公立医疗机构的免费治疗。
但今年以来，除了新冠疫情，登革热和流感等也同时暴发，对巴
西医疗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新冠病人的诊疗中，呼吸机是重要的医疗设备。但据巴
西媒体报道，截至今年 1 月底，巴西仅有约 6 万台呼吸机，主要
集中在大城市，许多地方医院根本没有配备呼吸机。尽管巴西
紧急采购大批呼吸机，但众多设备没法及时到货。里约热内卢
州计划设立 6 家方舱医院，但是仅 1 家开始接收病人，其他 5 家
由于医疗设备迟迟没到位，无法按原计划投入使用。

疫情暴发后，由于接诊能力不足，许多轻症患者被要求回家
自我救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疫情的扩散。巴西口罩生
产能力不够，政府号召民众自制口罩，但布口罩防护效果有限，
目前已有民众佩戴布口罩但仍被传染的情况发生。

随着疫情的发展，巴西公立医疗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巴西
主流媒体《圣保罗州报》近日所做调查显示，在疫情较为严重的
多个州，公立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尤其是重灾区圣保罗州，
随着疫情发展，该州重症病床占用率达到了 91%，已经有 13 家
医院因为满员而无法接收新病人。圣保罗州、里约热内卢州等
地都出现了确诊患者病死家中的事件。

巴西传染病专家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巴西疫情仍处在
爬坡阶段。由于检测能力和范围非常有限，疫情的真实状况无
法得到体现。而且由于巴西目前将进入冬季，天气转凉，会加快
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再加上疫情有向贫困社区蔓延的趋势，不少
专家担心巴西疫情出现失控局面。

（记者陈威华、周星竹；参与记者赵焱、宫若涵)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5 月 27 日电

巴西何以成为疫情新“震中”

新华社渥太华 5 月 28 日电（记者李保
东）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各国共识，
世界上没有国家会容忍本国的分裂势力。
许多国家通过国家安全立法达到遏制和打
击分裂势力的目的，其中加拿大的反分裂立
法过程就明确昭示了这一点。

加拿大是个多民族国家，主要居民是英
裔和法裔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魁北克省历
史上曾经闹过分裂。上世纪中叶，由于历
史、民族和文化等原因，魁北克出现了分裂
苗头。在外来势力的鼓动下，一些政客为了
满足个人政治欲望，公开宣传分裂主义思
想，致使当地的分裂势头愈演愈烈。

1963 年，少数魁北克独立分子成立“魁
北克解放阵线”，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分裂活
动，他们扬言要以暴力恐怖手段推翻加拿大
的魁北克省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魁北克。

1970 年 10 月，“魁北克解放阵线”绑架英国
驻蒙特利尔贸易代表和魁北克省劳工部长，
并提出释放 23 名分裂分子和停止警方的搜
查活动等无理要求，加拿大全国一度进入战
争状态，史称“十月危机”。

面对挑衅，加拿大政府采取强硬应对措
施。加拿大政府宣布魁北克省进入紧急状
态，实施《战争措施法》，派军队进驻魁北克
省，镇压分裂分子，同时授权警方可以直接
逮捕和拘留可疑者。这是加拿大历史上在
和平时期唯一一次实施《战争措施法》。加
拿大政府的这一果断行动迫使分裂分子
投降。

“十月危机”后，分裂分子转变活动方式，
他们成立魁北克人党，采取一些表面上看似
合法、正当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因
此迷惑了不少魁北克人。1976 年，魁北克人

党赢得了魁北克省大选后，立即开始策划魁
北克省“全民公决”。

1980 年 5 月，魁北克人就是否脱离加
拿大进行首次公投，反对独立的联邦主义
者以 60% 对 40% 的结果击败支持分裂的
人。1995 年 10 月，魁北克人党再次启动就
魁北克独立问题举行公投，反对独立的联
邦主义者以 50 . 6% 比 49 . 4% 的微弱多数
获胜。

为遏制魁北克人党的分裂势头，加拿
大政府采取了司法诉讼和立法两种手段。
1998 年 8 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布，依据
国际法与加拿大宪法，魁北克单独宣布独
立的行为非法；1999 年 12 月，联邦政府
推出《清晰法案》。时任总理克雷蒂安在
议会就法案演讲时旗帜鲜明地表示，50%
的人再加上一票，就可以把一个国家分

裂，这绝对不是民主，是绝对不能被允
许的。

《清晰法》2000 年在加拿大议会获得
通过。《清晰法》开宗明义，在导言里明确规
定：根据加拿大联邦宪法或国际法，一个省
无权单方面宣布独立。该法规定，加拿大
联邦议会有权决定，一个省寻求独立公投
的文字是否清晰地表明了独立意图，以防
用模糊的文字来影响公民对独立后果的
认识。

《清晰法》的颁布是对分裂势力的沉
重打击。加拿大学者认为，《清晰法》最关
键的一点是：规定举行公投不仅必须得到
全体魁北克人的同意，而且必须得到全体
加拿大人的同意。可以说，《清晰法》的出
台使得魁北克单方面宣布独立从法理上
再无可能。

立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
加 拿 大 立 法 打 击 分 裂 势 力 回 顾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8 日电（记者邓仙
来、徐剑梅、孙丁）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
涉嫌执法不当致死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引发的骚乱持续升级，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 28 日签署行政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启用州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护治安。

明尼苏达州以外，美国纽约等多地爆发
抗议活动，为弗洛伊德申冤。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针对非裔等少数族裔的白人警察暴力
执法事件频发，弗洛伊德濒死前不断呼喊的
“我透不上气”，成为美国少数族裔在种族偏
见和歧视阴霾中喘息挣扎的现实写照。随着
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加之大
选年政治极化的加剧及政客的操弄，美国种
族矛盾的伤痕恐将进一步加深。

致命五分钟

46 岁的弗洛伊德死于 5 月 25 日晚。路
人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明尼苏达州明尼阿
波利斯市数名警察将被戴上手铐的弗洛伊德
按倒在地后，其中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死死
压住他的脖子，持续至少５分钟。其间，弗洛
伊德不断挣扎、哀求，但警察无动于衷。弗洛
伊德陷入昏迷后送医抢救不治。

弗洛伊德的凄惨遭遇激起了无数人的
愤怒。事发后，当地警局宣布 4 名涉案警察
遭解职，但此举未能平息公众怒火。弗洛伊
德的家人呼吁涉事警察受到谋杀罪名指控。
连日来，明尼阿波利斯市和附近的圣保罗市
发生骚乱。28 日晚，愤怒的抗议者围住明尼
阿波利斯市一警察局，在警方撤走后，示威
者冲进警局并纵火焚烧。

沃尔兹 28 日在声明中说，启用国民警
卫队旨在维持秩序。他对民众的愤怒表示

出一定程度的理解，称弗洛伊德之死应该
带来正义的彰显，而不是更多死亡和破坏。

美国媒体指出，这是 2014 年纽约白人警
察“锁喉”致死黑人男子埃里克·加纳以来，又
一起涉警种族主义丑闻。

种族裂痕深

联合国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
员曾指出，美国执法当局杀害和残暴虐待非
洲裔的情况严重，且很少受追究。相关数据
显示，非洲裔美国人更有可能被警察认定为
是罪犯，并遭残酷对待。

分析人士指出，像弗洛伊德案、加纳案揭
示的那样，白人警察针对黑人暴力执法问题
仅是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一个缩影，因种族
歧视和偏见导致的社会冲突和暴力近年来有
愈演愈烈之势。

美国反诽谤联盟统计数据显示，在 2009
年至 2018 年间与美国本土极端主义相关的
暴力冲突中，73% 的死者由极端右翼分子杀
害。在过去两年里，白人至上主义者制造了至

少 73 起致命事件，其中过半数明显受宣扬种
族仇恨的意识形态驱使。

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9 年美国种
族》报告指出，约 58%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种
族关系十分糟糕”；超过半数非裔受访者认为
“美国不可能实现种族平等”。

《华盛顿邮报》28 日刊文评论说，以警方
暴力执法、少数族裔受新冠病毒伤害更重等
为代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在美国比比皆是，
且在历史传统、社会规范、社交媒体传播和政
治投机主义盛行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持续
加深。

政治色彩浓

种族问题向来是美国大选的议题之一。
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在大选年，更增添了事件
的政治色彩。

黑人是美国民主党的主要支持群体。民
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表示，弗洛伊德之死不
是偶发事件，说明美国社会存在“系统性非正
义”。

相比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充满

争议。他 27 日通过推特账号称弗洛伊德事
件“令人伤心”，是场“悲剧”，而在 28 日的
一则推文中，他转而谴责抗议者，甚至扬言
“只要出现掠夺，就要开枪”，以致推特公司
在这则推文旁边注上“美化暴力”的警告。
更有民众指出，特朗普一贯对白人抗议活
动和黑人抗议活动持双重标准。

亚特兰大市民主党籍市长凯莎·博顿
斯指责说，正是白宫一直以来关于移民和
白人至上主义的言论，纵容了具有种族主
义倾向的人。

在生命最后时刻，弗洛伊德曾竭尽全
力央求警察：“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我
透不上气……”。

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我透不上气”成了
热搜词，俨然已是今日美国种族和政治问
题的一个黑色指标。

“ 我 透 不 上 气 ”黑 人 枉 死 再 揭

美 国 种 族 痼 疾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8 日电美国总统
特朗普 28 日签署一项针对社交媒体的行
政命令，限制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查权力。

这项行政命令称，当大型社交媒体企业
审查他们不同意的意见时，他们行使的是危
险的权力。推特、脸书等企业在解读公共事
件时行使着巨大权力，审查、删除信息或使信

息消失，以控制给公众阅读的内容。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项行政命令

旨在修改美国《通讯传播正当行为法》第
230 条，这一条款保护社交媒体企业对使
用者在其平台发布的帖文、图片和视频
免责。

这项命令引起美国科技企业的反击。推

特将这一行政命令称为“政治化”的做法；谷
歌发言人称此举会损害美国经济；脸书发言
人表示此举使允许发表有争议言论的社交媒
体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此前，特朗普与推特的冲突引发关
注。特朗普 26 日在推特发文称，加利福
尼亚州向所有居民分发可邮寄的选票可

能导致舞弊，因为“邮箱会失窃，选票会
遭伪造甚至非法打印和被冒名签署”。
推特以这些推文包含潜在误导性信息
为由，把它们打上“核查事实”的警示标
签。特朗普随后怒斥推特干预大选，并
在 2 7 日发推文称将对社交媒体采取
“重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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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限制社交媒体审查权

联 合 国 人 权 高 专 谴 责 美 国 警 察 暴 力 执 法 致 死 非 裔 人 士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28
日发表媒体声明，谴责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导
致一名非裔男子死亡，呼吁美国当局在调查
这一事件时正视种族歧视这一“根深蒂固的
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

巴切莱特在声明中说，美国当局必须
认真采取行动，建立预防制度，杜绝此类杀
害，并且确保在相关调查中正义得到伸张，
最重要的是过度使用武力的警务人员都应
受到起诉和定罪，因为在过去太多类似案
件中，警察的行为要么被不合理地赋予某

种正当性，要么只是受到些许行政性的
惩罚。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
25 日在执法过程中动作失当致一名非裔男
子死亡，引发民众抗议。 （记者聂晓阳、
陈俊侠） 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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