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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13 日电（记者刘
曲）虽然近期全球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和
死 亡 病 例 数 持 续 下
降，但世界卫生组织
13 日表示，新冠大流
行仍是“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并建议各国随时做好
应对准备。
　　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当天在记者会
上说：“有一个好消
息。上周（全球新增）
新冠死亡病例数创下
了自新冠大流行早期
阶 段 以 来 的 最 低 纪
录。”
　　据世卫组织最新
发 布 的 新 冠 疫 情 周
报，在 4 月 4 日至 10
日这一周，全球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数和死
亡病例数均连续第三
周下降。各国向世卫
组织报告的新增确诊
病例超过 700 万例，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超 过
22000 例，与前一周
相 比 分 别 下 降 了
24% 和 18%。
　　但谭德塞同时提
醒说：“一些国家仍出
现 了 严 重 的 病 例 激
增，这给医院带来压
力。由 于 新 冠 检 测

（数量）已经显著减
少，我们监测（疫情）
趋 势 的 能 力 受 到 影
响。”世卫组织呼吁所
有国家对至少 5% 的
新冠病毒样本进行测
序，以跟踪病毒变异
情况。
　　谭德塞说，世卫
组织目前正密切关注
一些奥密克戎亚型毒
株，包括 BA.2、BA.4
和 BA.5 ，以及 BA.1
和 B A . 2 的 重 组 毒
株。世卫组织此前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博
茨瓦纳和南非的科学
家近期检测到了奥密
克戎毒株的新亚型，
已 标 记 为 B A . 4 和
BA.5 。但由于样本
和测序数量有限，目
前仍不清楚它们是否
更 具 传 播 性 或 危
险性。
　　世卫组织新冠大
流行突发事件委员会发布了其最新建
议。委员会认为新冠大流行继续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建
议如果因新冠疫情导致住院人数、重症
监护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增加，并影响到
卫生系统的处置能力，各国应继续采取
基于证据和风险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
施，如戴口罩、居家隔离、勤洗手和改善
室内通风等，并随时准备根据病毒和人
口免疫力的变化迅速强化相关措施。
　　谭德塞建议说：“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
是接种疫苗，并依建议注射加强针；继续戴
好口罩，特别是在拥挤的室内空间；室内人
员应常开门窗通风，保证通风良好。”

　　新华社洛杉矶 4 月 13 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3
日发布一份声明说，鉴于目前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毒株的亚型 BA.2 在美国快速
传播并导致疫情反弹，在公共交通系统
实施的“口罩令”将延长至 5 月 3 日。
　　美国现行的公共交通“口罩令”于去年
2 月 1 日生效，此后数次延期至今年 4 月
18 日，此次将再次延长 15 天，至 5 月 3 日。
　　根据这项“口罩令”，乘客无论是否
接种过新冠疫苗，在美国境内或进出美
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包括乘坐飞机、
船只、火车、地铁、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共
享汽车等，必须戴口罩；在公交枢纽室
内，包括机场、车站、火车站、地铁站、港
口等，必须戴口罩。
　　美疾控中心在声明中说，目前正密
切监控 BA.2 亚型毒株的传播状况，该
毒株感染病例已占美国近日新增病例的
85% 以上。自 4 月初以来，美国 7 日平
均日增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美疾控中
心正在评估疫情形势对住院病例、死亡
病例、重症病例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医
疗卫生系统造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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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疫 情 反 弹

美 再 次 延 长

公交“口罩令”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在俄乌冲突持续、美西方国家对俄施
加多轮制裁、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等因素不断
加剧全球通胀的大背景下，多国央行近日纷纷
采取加息行动，试图缓解愈加严峻的物价上涨
压力。
　　加拿大银行（加拿大央行）13 日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1% 。上月，加
拿 大 银 行 曾 将 基 准 利 率 上 调 2 5 个 基 点 至
0.5%。该行宣布，自本月 25 日起开始量化紧
缩，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以配合加息政策，疏
解通胀压力。
　　加拿大央行数据显示，加拿大目前通胀率
为 5.7% ，预计全年保持在远高于目标范围
水平。
　　新西兰储备银行（新西兰央行）13 日宣布，
将基准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至 1.5% 。这是新
西兰央行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连续第四次加
息，也是自 2000 年 5 月以来首次单次加息 50
个基点。
　　新西兰央行指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
全球供应链的破坏性影响不断加剧全球通胀压
力，大幅推高全球商品和能源价格，导致新西兰
国内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消费者价格指数不
断上升。据新西兰统计局同日发布的数据，截
至今年 3 月的 12 个月里，新西兰食品价格指
数上涨 7.6%，为 2011 年以来最大涨幅。
　　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 14 日宣布，将基
准利率从现行的 1.25% 上调 25 个基点至
1.5% 。这是韩国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基
准利率。韩国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朱尚荣
说，受俄乌冲突影响，韩国物价上涨压力持续时
间可能长于预期，因此不得不采取措施。
　　韩国央行表示，受石油、工业产品和个人服
务价格上涨影响，韩国 3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 4.1%。央行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胀
率将维持在 4% 左右的高位。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形势更加严峻。阿根廷中央银行 13 日宣布，
将基准利率由 44.5% 上调至 47%。这是阿根廷
央行今年以来第四次加息。阿根廷央行表示，
再次加息的主要原因是，3 月阿根廷通胀水平加
速上升，食品和能源价格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当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该国 3 月月度通胀率达 6.7% ，为

2002 年以来最高水平，过去 12 个月累计通胀
率为 55.1%。
　　斯里兰卡央行 8 日宣布将两大关键利率
均大幅上调 700 个基点，其中常备贷款便利利
率上调至 14.5% ，常备存款便利利率上调至
13.5% ，以应对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斯央行
新任行长维拉辛哈说，这是该国央行迄今为止

最大幅度的加息，旨在尽快克服当前危机。
　　斯央行表示，在总需求增加、国内供应中
断、本币汇率贬值和全球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
推动下，未来一段时间斯里兰卡通胀压力可能
进一步加剧，有必要采取实质性政策应对措施。

（参与记者：林威、郭磊、杜白羽、孙一然、倪瑞
捷、车宏亮、唐璐）

多国央行加息以期缓解通胀压力

坚持核污染水排海　日本政府执迷不悟
新华社记者华义

　　去年 4 月 13 日，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强
烈反对，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
排入太平洋。一年来，尽管国内外反对之声不
断，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依然执迷不悟，继
续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在未
获国内理解和未与相关国家充分协商的情况
下，出于一己私利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对国内
外反对之声置若罔闻，极力淡化此举对全球海
洋环境的重大危害，极其不负责任。

为省成本

　　 2011 年 3 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为持续
冷却堆芯熔毁的核反应堆产生了大量受污染的
冷却水。为储存不断增加的核污染水，东电公
司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准备了约 1000 个储水
罐。随着储水罐可用容量越来越少，日本政府
于去年 4 月 13 日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
这些核污染水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并计划
于 2023 年春开始实施。
　　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日本政府内部提出过
5 种处理方案，但最终选择了排放入海。按日

方说法，排放入海
和蒸发后排入大气
两种方案是“最实

际的解决方法”，而其中排放入海“所需时间最
短，花费也最少”。
　　环保人士指出，日本政府其实并未充分考
虑所有手段，选择排放入海是为了省成本。
　　环保团体日本地球之友不久前发表的一篇
文章指出，新建类似储油罐的大型储水罐以及用
水泥和沙子将核污染水固体化处理后再保存，都
是非常可行且已有实际应用的办法，但均未得到
日本政府充分讨论。文章还指出，针对东电公司
所称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已无土地新建储水罐的
说法，经济产业省专门委员会曾有委员在讨论中
提出解决办法，但也未得到充分讨论。
　　日本绿色和平组织成员铃木和江评论，看
经济产业省专门委员会的讨论，只能感到日本
政府就是在设法把结论引向排放入海。

一意孤行

　　对于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日本国内
外一直有强烈反对声音。
　　在日本国内，渔业受核污染水排海影响最
大，其从业者反对最为强烈。日本全国渔业协
会联合会会长岸宏去年和今年分别在与日本首
相和经济产业大臣会面时，均表示坚决反对核
污染水排海。
　　日本东北地区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呼声也
很强烈。今年 3 月 30 日，福岛县和宫城县 4
个民间团体向经济产业省和东电公司递交 18

万人联署信，要求放弃排海计划。
　　一些日本民间团体，包括由民众和学者等组
成的“原子力市民委员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等，
都公开反对核污染水排海。日本立宪民主党等
在野党也要求政府撤回核污染水排海决定。
　　在国际上，中国、韩国、菲律宾、太平洋岛国
论坛等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对日本核污染水
排海决定表示质疑和反对。中方要求日方认真
倾听和回应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关
切，撤销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错误决定。韩
方也呼吁日方立即叫停这一计划，与邻国充分
沟通协商。
　　面对多方反对，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却一
意孤行，不断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去年 8
月，东电公司管理层对媒体公布计划，拟修建海
底隧道将核污染水排放至距离核电站 1 公里
左右的近海。日本《产经新闻》今年 3 月底报
道，东电公司正在进行隧道起点的地上工程，并
将于 4 月中旬启动隧道出口的海底工程。
　　福岛当地媒体《福岛民报》3 月初发布的一
份全国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人认为，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未得到国内外广泛理解。

淡化危害

　　按照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的说法，福岛核
污染水在排放入海之前，要经过“多核素去除设
备”（ALPS）过滤，去除 62 种放射性物质。该

设备难以去除的氚，将被稀释到远低于日本国
家标准的浓度后排入海中。日本政府和东电公
司称，全世界核电站排放的废水都含有氚，稀释
后排放入海是安全的。
　　然而，福岛核污染水并非核电站正常运营
过程中排放的含氚废水，其中所含放射性物质
成分极其复杂，能否有效清除令人怀疑。同时，
由于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在福岛核事故处理方
面有多次不诚实记录，包括在核事故初期隐瞒
堆芯熔毁等，人们并不敢轻信其说辞。果然，日
本媒体查出福岛核污染水中除氚以外还有多种
放射性物质超标，东电公司随后也承认，经
ALPS 处理的核污染水有 70% 以上不符合排
放标准，需要再次过滤。
　　面对国内外广泛质疑，日本政府不是设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着力消除“风评被害”，
即声誉所受影响，并不惜为此投入数以百亿计
日元重金。日本政府还极力淡化氚的危险性，
在宣传资料中将其描绘为对健康无害的物质，
甚至用可爱的卡通造型来包装，遭到广泛批评。
　　根据东电公司与日本政府的计划，福岛第
一核电站的废堆作业预计需要持续 30 至 40
年，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将有源源不断的大量放
射性物质排入海中。日本民间团体“原子力资
料情报室”共同代表伴英幸表示：“不能允许对
海洋环境的放射性污染，（对福岛核污染水）应
采取排放入海以外的方法。”（参与记者：杜白
羽、孙一然）   新华社东京 4 月 13 日电

　　新华社罗马 4 月 13 日
电（记者贺飞）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 13 日发表声明说，
联合国及欧盟官员日前商讨
合作应对俄乌冲突给全球粮
食供应带来的风险，呼吁国
际社会加大对脆弱国家的支
持，共同应对粮食安全挑战。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
事戴维·比斯利、欧盟委员会
负责危机管理的委员亚内兹·
莱纳尔契奇、欧盟轮值主席国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等官员 12
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
议，讨论应对俄乌冲突给全球
粮食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
　　比斯利在会后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由于俄乌冲突推
高全球粮价、扰乱主要农作
物生产，世界正面临将“持续

多年”的粮食供应挑战，预计冲突引发的粮食危
机会让全球损失 80 亿至 90 亿美元。
　　据粮食计划署介绍，联合国及欧盟官员探
讨了法国与欧盟提出的一项粮食安全倡议，该
倡议旨在促进农业贸易和货物自由流动，支持
向最脆弱国家提供价格合理的粮食，同时促进
地方和区域可持续粮食生产，以维护脆弱国家
的长期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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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一地铁站 12 日发
生枪击事件，造成 20 多人受伤。此事再度引发
当地民众对生命安全的深度担忧，同时再次凸
显美国在应对枪支暴力、治理枪患方面的重重
困境。

枪击缘何频发？

　　除了布鲁克林地铁枪击案，12 日当天纽约
市还另外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 2 人死亡、超
过 10 人受伤。
　　根据纽约市警察局 6 日公布的数据，今年
3 月纽约共发生 115 起枪击事件，同比增加
16.2% 。全美今年以来枪支暴力事件层出不
穷。“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截至本月 12 日的统计
数据显示，涉枪事件今年已在美国造成至少
11918 人丧生，另有 9522 人受伤。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助
理教授克里斯托弗·赫尔曼 13 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新冠疫情暴发后，纽约市与美国很多城
市的枪击和蓄意杀人案件大幅增加，这在很大
程度上与疫情导致失业有关。经济压力带来住
房和食物安全问题，加大了人们的精神压力，同
时美国枪支泛滥，多种因素导致枪击和蓄意杀

人案件增多。
　　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 12 日呼吁停止枪
支暴力，表示将动用纽约州所有资源打击犯罪。
她说：“不能再出现大规模枪击事件”，犯罪的新
闻让人感到恶心和厌倦，这些“必须现在就要停
止”。

纽约如何控枪？

　　面对纽约市犯罪数量显著增加，纽约市市
长埃里克·亚当斯把遏制枪支暴力作为最重要
的事情之一。
　　今年 3 月，纽约市在全市枪支暴力最严重
的 20 多个警察分局辖区成立了旨在遏制枪支
暴力的社区安全队。成立一周之内，社区安全
队就抓捕 31 人，缴获 10 支非法枪支。
　　此外，纽约等美国城市还将控枪与社区治
理相结合，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枪患难题。然而，
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实际效果难言理想。
　　赫尔曼说，美国大多数枪支暴力通常与年
轻男性有关，纽约市正酝酿推出青年暑期就业
项目和枪支暴力阻断项目，从而减轻年轻人的
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但此类项目通常缺乏资
金支持。

国家层面难解？

　　亚当斯 12 日说，枪支暴力是纽约市无法单
独解决的全国性问题。纽约等城市面临的枪支
暴力治理难题与全美范围内枪支泛滥密不可分。
　　 1791 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
公民持枪权，持枪自由被视为美国个人的重要
权利之一。
　　赫尔曼表示，在联邦枪支立法不做改变的
情况下，纽约市为控枪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他
说，纽约市绝大多数案件中使用的枪支是在其
他州购买，人们在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
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等可以轻
易购买枪支，然后运送到纽约。“这些州带来了
让人头痛的问题，但我们真的对此无能为力。”
　　拜登政府 11 日出台控枪新规，目的是监管
无编号且难以追踪的“幽灵枪”，试图以此作为
其应对枪支暴力问题的一个抓手。
　　亚当斯认为，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
物管理局在控枪方面应采取激进措施，国会需
出台更多监管举措，联邦政府需要聚焦于这一
问题的解决。       （记者刘亚南）
         新华社纽约 4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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