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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损失如此之大

当地时间5月9日，华盛顿国家大教
堂5月9日敲钟1000次，悼念在新冠肺炎
疫情中逝去的 100 万个亡灵。这离上一
次鸣钟900次，仅仅过去了3个月。正如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感慨的：此
前难以想象会有如此规模的损失。

美国疫情形势正在变得更加糟糕。
当地时间5月10日，美国广播公司援引
联邦政府公布的数据报道说，近期，美
国日均有近2400名新冠肺炎患者需要入
院治疗，上周的住院率增加了 17%。美
国41个州和地区报告说，他们每天收治
的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增加了 10%。目
前，美国每天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6.8万例，在过去一周增加了20%、在过
去两周增加了 52%。过去的一个月，美
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增加了一倍多。此
外，美国45个州和地区单日感染率在过
去一周增加了10%或者更高。

当地时间 5 月 10 日，美国 《福布
斯》 杂志以 《这就是 100 万新冠肺炎患
者死亡后的美国》为题发表文章，指出
新冠肺炎现已成为美国第三大死因，其
导致的死亡人数接近流感10年内造成死
亡人数的3倍，超过了过去40年艾滋病
病毒导致的死亡总和，接近美国在两次
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两倍。更值得警
惕的是，100万这个数字很可能仍然低估
了美国新冠病毒导致的真实死亡人数。

此外，彭博社报道指出，由于美国
政府停止了对新冠病毒检测项目的补
贴，成规模的病毒检测力度大幅减弱，
人们更多依赖家庭快速检测方式，这使
得公共卫生官员很难准确掌握疫情的真
实传播范围。

美国民众因为政府混乱的抗疫政策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拥有世界4%的
人口，却记录了 16%的新冠肺炎死亡病
例；美国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
国家的官方统计数字。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数据称，在大流行期间，大约
有 110 万美国人“额外死亡”。“额外死
亡”是反映观察到的死亡人数与预期死
亡人数之间差异的指标。美国《大西洋
月刊》 网站报道称，美国超 100 万人死
于新冠病毒，意味着数百万人失去亲
人。他们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来应
对悲伤和失去亲人的痛苦。新冠肺炎死
者中大多数为穷人、有色人种等弱势群
体，这类家庭最缺乏心理和健康护理。

再度暴露种族歧视痼疾

“这一波奥密克戎株毒株引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隐蔽性强、传染性高。然而，
美国采取的措施不是加大防疫力度，而
是愈发‘躺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龚婷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举例，4月，佛罗里达的联邦地区法
院法官裁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
布的口罩令为“非法”；尽管白宫口头上
鼓励民众出行时继续佩戴口罩，然而并
未执行有效措施。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
评估研究所所长默里指出，取消口罩
令、关闭检测点等一系列放宽防疫限制
的措施，使美国新增病例数快速增加。

美式抗疫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应对
措施政治化。在疫情依旧肆虐的当下，
美国政府和联邦法官还在为是否戴口罩
而争论不休。美国医学专家彼得·霍特兹
撰文指出，美国的反科学浪潮高涨，一
些政治势力难辞其咎。《政治杂志》特约
撰稿人德里克·罗伯逊也说，在美国，关
于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和疫苗强制令的争

论早已脱离科学范畴，成为经年累月文
化分歧的宣泄口。

党争这个美式民主痼疾在疫情之下
进一步加剧。龚婷指出：“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两党之
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联邦与地方之间
惯于推诿扯皮甚至相互掣肘，难以集中
力量办大事。防疫措施，有的在两党之
间遭遇干预，有的难以从联邦层面传导
至州和地方。”

疫情让美国这个自诩的“人权卫士”
更加露出了虚伪、冷漠的一面。根据美疾
控中心数据，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
住民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
倍多；黑人死亡风险是白人的1.7倍，拉丁
裔死亡风险是白人的1.8倍。“从更深层来
看，美国政府的抗疫并非以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为出发点。此外，统计还显示，在美
国超 100 万的新冠死亡病例中，土著居
民、拉丁裔和非裔群体的死亡率远高于白
人死亡率，这折射出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
种族歧视问题。”龚婷指出。

年内感染人数或超1亿

“白宫警告，今年秋冬季的疫情浪潮
可能致美国感染新冠人数超1亿人”。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7日以此
为题，报道一项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最
新预测数据。该预测基于美国政府密切
跟踪的一系列外部模型推测所得，其时
间跨度覆盖今年秋季和冬季。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防疫正面临资
金的严峻挑战。据《国会山报》网站报
道，过去两年，美国国会向卫生与公众
服务部拨款超过 3700 亿美元以应对疫
情，这些款项如今已所剩无几。“美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资金告急”，《纽约时
报》指出，向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

供新冠疫苗、检测和治疗的资金正在耗
尽。今年 3 月，拜登政府要求国会紧急
拨款225亿美元用于防疫，并在4月经国
会两党讨价还价之后，同意拨款金额减
少至 100 亿美元。然而，拜登政府决定
取消疫情相关的驱逐非法移民政策后，
国会两党再生分歧，抗疫拨款至今没有
到位。美国《供给》网站批评说，白宫
和国会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策略，来确保
这些应对疫情的资金到位。

在美国政府的心目中，“霸权”明显
优于“人权”。就在防疫资金告急的同
时，美国却在持续军援乌克兰，继续对
乌克兰局势“拱火”“浇油”。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 5
月10 日通过了一份价值约400 亿美元的
乌克兰援助计划，其中，军事援助达到
近250亿美元。

令人瞠目的是，罔顾本国人权的美国
一面抹黑他国抗疫成果，阻碍全球团结
抗疫；一面再次张罗召开所谓的全球抗
疫峰会，“确立美国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的坚定领导地位”。“美国在新冠
肺炎确诊人数和病亡人数上一直高居全
球榜首，新冠肺炎死亡率也远高于其他
发达国家。这样的‘领导地位’，不过是
一块漏洞百出的遮羞布罢了。”龚婷说。

在为国外捐赠疫苗追加资金方面，
两党也未达成共识。正如消费者维权组
织“公共公民”研究主任扎因·里兹维所
说，美国计划削减全球抗疫援助，将对
全球疫苗接种、减少病毒变异风险产生

“毁灭性的后果”。放弃承担援助全球抗
疫责任的美国，“已经背弃了世界”。

上图：5 月 12 日，在美国华盛顿，
华盛顿纪念碑周围的美国国旗降半旗悼
念新冠逝者。美国总统拜登当日在白宫
网站发表声明说：“今天，我们纪念一个
悲剧性里程碑：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达
到 100 万。触目惊心的数字背
后，有一个几乎被政客们遗忘
的庞大群体——“新冠孤儿”。
根据美国相关研究学者的定
义，“新冠孤儿”是指父母一方
或双方、或其他监护人因疫情
死亡的儿童。

据美媒报道，美国已有超
过 20 万名少年儿童沦为“新冠
孤儿”，其中超过 70%不满 14
岁。目前，美国每 12 名孤儿中
有一名“新冠孤儿”，平均每所
公立学校中有2名“新冠孤儿”。

《福布斯》杂志指出，由于相关记
录缺失，“新冠孤儿”的实际数量
可能远远大于统计数据。

“新冠孤儿”是美国政府抗
疫失败酿成的惨痛悲剧之一。
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先是反
应迟缓、应对乏力，后又盲目
乐观、过早放松防疫措施，致
使国内疫情持续恶化。同时，
抗疫问题被美国政客高度政治
化，政党缠斗不休，社会撕裂
加剧，反科学之风盛行。种种
乱象之下，美国民众的生命
权、健康权和发展权受到严重
侵害。如今，百万条鲜活生命
逝去，数百万家庭支离破碎，
大批“新冠孤儿”由此产生。

“新冠孤儿”是疫情带来的
“新伤”，同时也暴露出美国社
会的痼疾。统计数据显示，少
数族裔占美国总人口的39%，少
数族裔“新冠孤儿”占比却高
达65%。数据显示，平均每753
个白人孩子有一个成为“新冠
孤儿”，拉美裔则高达 412 个，
非洲裔达310个，土著印第安人
达168个。此外，近一半“新冠
孤儿”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
得克萨斯州、纽约州、佛罗里
达州、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6
个州，这与美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州有相当程度的重
合。“新冠孤儿”分布呈现明显的群体差异，背后是
美国社会长久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种族不平等、贫
富分化严重、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不力等。

令人担忧的是，“新冠孤儿”可能是一个长期存在
的社会问题。多数“新冠孤儿”来自美国社会底层，本
身就面临一定生存压力，抗风险能力脆弱。据皮尤研
究中心调查，“新冠孤儿”罹患焦虑、压抑、创伤和情绪
低沉等心理疾病呈上升趋势。正如全球受新冠影响儿
童评估小组联合主席苏珊·希利斯所说：“沦为孤儿，
不是两周就能康复的。”

那些动辄将“人权”挂在嘴边的美国政客，为
“新冠孤儿”做了什么？答案令人寒心。迄今，没有
任何法律或行政命令专门为“新冠孤儿”提供帮
助。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疫情纾困金列支名目中，
没有一项专门用于帮扶“新冠孤儿”。专家学者发起
的非营利组织“新冠合作社”，去年曾给白宫写公开
信，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救助“新冠孤儿”，但至今未
有回音。美国《大西洋月刊》称，“面对一个世代以
来最大规模的孤儿潮，美国政府行动迟缓，数以万
计的孤儿很可能会被遗忘。”

“新冠孤儿”的悲惨遭遇，是在美国发生的人间
惨剧，成为美国人权劣迹的又一铁证。这让世人再
一次看清：“美式人权”在华丽包装下，处处是污秽
不堪的“死角”，其底色是虚伪、自私和冷漠。

最近，英国北爱尔兰新芬党和苏格兰民
族党分别在地方议会选举获胜，成为各自议
会的最大政党。分析认为，作为英国“脱
欧”的后遗症，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两地的地
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更加明显，脱离英国
的倾向逐渐加重。

亲英政党选举失利

在北爱尔兰地方议会的历史上，新芬党第
一次成为地方议会第一大党。根据法律，北爱
尔兰议会以各党分享权力的形式执政。新芬党
主张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组成“统一的爱尔
兰”，而民主统一党是英国下议院第四大党，一
直维持亲英立场。本次选举结果意味着，两党
虽然执政理念南辕北辙，但必须共同执政。

目前，在北爱尔兰议会选举失败的民主
统一党领导人唐纳德森，正努力拉拢中间派
别，推动修订《北爱尔兰议定书》，并以此为
要挟，表示在该协议谈判取得进展前，民主
统一党不会提名任何新部长与新芬党组建联
合政府。而新芬党主席玛丽·卢·麦克唐纳则
明确表示，“现在需要为统一爱尔兰的公投做
准备”，同时给出了“五年框架期”。分析认
为，这使得“脱英入爱”从原本的空中楼
阁，变为一种政治可能。

苏格兰地方议会的选举结果显示，苏格
兰民族党赢得453个议员席位，工党以282名
议员当选排在第二，现任英国首相鲍里斯所
在的保守党只有214名议员当选。

苏格兰民族党一直是推动苏格兰独立的

中坚力量。早在2014年，英国中央政府和苏
格兰政府就签订一份协议，在当年9月18日
进行了苏格兰独立公投，投票内容是“苏格
兰是否应该成为独立的国家”，选项只有

“是”和“否”，最终55.8%的人反对独立，苏
格兰地区的独立运动以失败告终。

“脱欧”后遗症凸显

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议会选举结果与英
国“脱欧”关系密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梁雪村对本报表
示，《北爱尔兰议定书》是英国“脱欧”协议
的一部分，旨在解决英国“脱欧”后与欧盟
的贸易安排。根据英国“脱欧”协议，北爱
地区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内，
以防止爱尔兰岛内出现陆上“硬边界”。但这
一安排导致北爱地区与英国大不列颠岛之间
设立关卡，加剧了北爱地区“亲英派”与

“独立派”的矛盾。
不久前，苏格兰不顾英国中央政府反对，

宣布“独立公投”将在明年如期举行。梁雪村表
示，自2014年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倾向持续
上升，尤其是“脱欧”问题上，苏格兰坚定选择

“留欧”，因此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
英国经济通货膨胀也是影响选举结果的

重要原因。据英国《卫报》报道，一项最新
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英国有超过
200 万成年人因为吃不起东西而一整天饿肚
子。而在今年前 3 个月，为了减少食物开
销，省去一餐饭的家庭比例猛增 57%。目

前，在英国，每7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得不到
一日三餐保障，人数高达 730 万。这样的情
况令不少民众对英国政府产生了质疑。

梁雪村介绍，新芬党过去因为与制造恐
怖袭击的爱尔兰共和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此前一直很难在议会中取得主导地位。
而在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后，新芬
党开始聚焦经济、民生等“菜篮子”问题，有意
避开“统一爱尔兰”这样的敏感议题，从而逐渐
吸引了持中间立场的选民。在本次地方议会选
举中，执政的民主统一党因为民众失望而丢失
部分席位，新芬党得以脱颖而出。

影响尚在可控范围

“这两个地方议会的选举结果对英国影响
还在可控范围内。”梁雪村分析，新芬党目前
的席位还不足以单方面主导北爱的政治未
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都比较珍惜《贝尔法
斯特协议》带来的和平局面，这个政治共识
目前还在发挥作用，所以新芬党短期内走

“脱英”激进路线的胜算不大。苏格兰要求独
立，并不是为了完全脱离英国，而是以加入
欧盟为最终目的。

“不过，总的来说，欧洲的民族主义力量
在持续上升，被学者称为‘新民族主义’。”
梁雪村认为，英国政府对自身作为多民族国
家的分裂倾向，没有“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其
发生”的政治意愿和共识。很多英格兰人不
认为苏格兰独立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未
来，英国政治将往何处去，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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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死亡病例超百万 美式抗疫酿人权灾难

美国沦为“最大抗疫失败国”的又一铁证
本报记者 张 红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统计，截至
5月4日，全美已有超100万名新冠
患者死亡。这一数字，与美国第十大
城市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人口相当。
这100万人都是在美国暴发新冠肺炎
疫情的短短27个月内丧生的，而且
超半数人死于美国现任政府就职之
后。美国这个自诩的“人权卫士”，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露出了虚伪、
冷漠的丑陋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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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两地民族主义抬头
本报记者 贾平凡

非洲大型矿业投资会议5月9日至12日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
举行。与会非洲产矿国代表说，由于全球能源向低碳转型、非洲矿产
资源有大量未探明，非洲矿业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他们呼吁，应通过
合作加强非洲矿业产业链发展。图为与会者在展台交谈。

新华社记者 吕天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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