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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共抗击疫情

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肺炎疫情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400 万例。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确诊病例突破 10 万例，
东南亚、中亚、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较为集中的地区疫情形势仍然严峻。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
意大利总理孔特通电话时指出，中方愿同
意方一道，为抗击疫情国际合作、打造“健
康丝绸之路”作出贡献。此后，习近平主席
在就新冠肺炎疫情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
问电中，首次表达了要与法方共同“打造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愿。

“这一崭新倡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也拓展了健
康丝绸之路的范畴，将建设健康丝绸之路
提升到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高
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丝绸之路城市研究院院长刘志勤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伊扎特·萨
阿德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再
次证明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以及打造

“健康丝绸之路”的必要性。“一带一路”
倡议为各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开展合
作、交流和信息共享，携手打造“健康丝
绸之路”指明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医疗卫
生体系、经济社会运行都造成一定冲击，
对各国短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
负面作用。由于疫情常态化、多变性、持
续性等特征，各国防疫举措、经济政策都

作出相应调整。”刘志勤说。
在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下行的阴

霾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抗疫，为全球抗疫增添一抹亮色。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
互驰援，捐赠防疫、生活物资。中国向伊
朗、伊拉克、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
坦、老挝等十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派出医疗专家组，协助当地抗疫；多次组
织国内医疗专家，通过视频会议与当地卫
生医务人员进行防控经验交流。如今，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病毒检测、
防疫物资、抗疫经验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仍
在继续。

卫生合作厚积薄发

美国 《福布斯》 双周刊网站发表文章
称，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不断蔓延之际，这些国家的运输走廊、
港口和物流枢纽正被用于向需要帮助的伙
伴国提供医疗支持——中国称之为“健康
丝绸之路”。在危急时刻，中国通过铁路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医疗设备，
这一事实表明，这些互联互通网络将保持
其基本功能：支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
的联系。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
造“健康丝绸之路”，是推动全球合作战
疫的应时之举，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间公共卫生合作厚积薄发的体现。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的公共卫生合作已见成效。“中国—中东
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中阿卫生合作论
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暨中国—东盟卫

生合作论坛”等系列卫生合作论坛已具备
一定规模，成为多国卫生领域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中国与中东欧、东盟、阿盟等
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医学院等部门积极
开展医疗人才培养、公共卫生服务、传统
医药等方面的合作；此外，中国在许多沿
线国家投资当地医疗卫生企业、设立医疗
卫生相关培训学校、建设妇幼医院等相关
基础设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别重视对当
地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当地医务相关工
作人员素质的提高推动当地医疗水平和管
理水平迈上新台阶。”刘志勤指出，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些相关举措都体现出
成效。中国在一些国家开展的妇幼医院等
医疗项目建设，可能成为其他“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参考借鉴的样板项目。

刘志勤认为：“中国防疫举措为世界
提供了一本科学操作参考书。疫情发生
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
医疗卫生建设、基础民生项目建设、医疗
健康相关经贸合作，对加强各国互联互
通、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起着重要积极作
用。”

项目建设继续推进

巴基斯坦 《每日时报》 日前刊登社论
称，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建设持续推
进，4 万名巴基斯坦工人和 7000 名中国工
人在各建设项目上尽职尽责。所有项目都
没因疫情暂停，而是在继续建设中。

防疫期间，作为联通“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贸易的重要物流线，中欧班列的重
要作用再次凸显。

据英国 《泰晤士报》 网站报道，疫情
发生后，全球检疫措施对铁路运输的影响
远远小于海运。从中国陕西西安到土耳其
马尔马拉海沿岸城市伊兹米特，中欧班列
货运列车只需12天就能走完4000英里 （约
合 6437 公里），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了近
一半。这条铁路线是北京“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动脉，是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铁
路和公路的巨大延伸。

刘志勤认为，在疫情蔓延过程中，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项目建设方
面，力求做到保稳定、保畅通、保信心、
保质量，这对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项目建设是一个重要举措。中国在柬埔
寨、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合作项目正有条不
紊地进行，就是例子。

坦桑尼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莫西曾表
示，疫情带来的影响是短期的，一些港
口、铁路等大型基建项目在短时间暂停后
将会继续实施，从而促进经济复苏，带动
相关产业发展。

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专家俱乐部
成员阿依达尔·阿姆列巴耶夫说，中欧班
列恢复运行是让中亚国家高兴的好消息。
他相信，经过疫情考验后，“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将更加完善。

“中国有效控制疫情的经验以及支援
全球抗疫的行动，进一步证明团结合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刘志勤分析指出，这
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达出两点清
晰信号：第一，中国是有大国担当的国
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可
靠、可持续、可信赖的；第二，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多领域合作，
有利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也对推动经济
全球化起着促进作用。

美媒近日报道称，美国正从沙特撤出两套“爱国者”
导弹系统和两支战斗机编队，同时另外两套爱国者导弹系
统和有关军事人员也正从中东地区撤离，美国甚至在考虑
减少部署在波斯湾的海军力量。这个突然的撤军计划引发
国际社会对中东局势的关注。

撤离部分军力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近日表示，美国将把4
套“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及有关军事人员撤出沙特，因为
美方认为去年在该地区引发军备集结的伊朗威胁已经消减。

据悉，目前美国的两个战斗机中队已经撤离沙特，美
国政府还将考虑减少驻波斯湾的海军存在。

2019 年 9 月，沙特国内两处石油设施遇袭，石油生产
一度减少近一半产量。虽然也门胡塞武装很快宣布对此负
责，但美国和沙特仍将矛头对准伊朗，认为“德黑兰是袭
击的幕后黑手”。

袭击发生之后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向海湾地区
增兵，以加强该地区盟友的防御能力。外媒报道称，美国
国防部除了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之外，还增派大约
3000人部队、战斗机及其他装备，并扩大了海军在海湾地
区的存在。海湾局势由此更加复杂紧张。

不满油价大战

此前，美国并未透露打算从沙特撤走“爱国者”导弹
系统的消息，这个看似突然的计划引发外界各种解读。

有美媒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称，美方威胁伊朗的部署让
德黑兰如履薄冰。与此同时，伊朗近期专注于应对国内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这使美方评估认为，伊朗不再对美国的
战略利益构成即时威胁。另外，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们认
为，美国有限的军事资源应该用于其他优先考虑事项。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分析，美国近日突然从沙特撤走“爱国者”反导
系统等军力，基于缓和与伊朗关系、军事战略重心转移至

亚太等多重考虑，但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与沙特在国际油
价问题上的分歧。

“当前，国际石油供应方出现了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
成员、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成员国和以美国为代表
的页岩油生产国‘三足鼎立’的格局。3月以来，三方为抢
夺国际石油市场份额上演‘三国杀’。沙特通过低油价打压
美俄等非欧佩克成员，重夺定价权和话语权，美国页岩油
企业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沙特石油不减产的双重压力，经
营情况雪上加霜。”孙德刚说。

美联社也认为，美方近来撤军举动与不满沙特放任油
价走低有关。在油价持续暴跌背景下，一些美国共和党议
员曾于3月底警告，沙特如不对油价暴跌采取措施，可能会
丧失美国的防务支持。

无意对伊开战

“美国削减在沙特的军事实力，主要是向沙特表达不
满，表明在沙特石油不减产、美国页岩油企业遭受重创的
情况下，美国无意协防沙特。同时，这一行动也向伊朗发
出信号，即尽管伊朗仍然是美国在中东的头号敌人，但是
当前美国国内疫情严重，加上年底大选，美国无意同伊朗
开战。”孙德刚说。

分析普遍认为，尽管美国正在逐渐结束去年与伊朗剑
拔弩张时的军事部署，但美国很难从中东大幅抽身。

美联社报道称，美军此次撤走的两套“爱国者”导弹
系统主要用于保护沙特石油设施，但美军仍保留了防御沙
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军力，此外美国在沙特还部署有其
他防空系统和战机力量。美国国防部日前也发表声明称，
美军将继续例行进出中东地区。

孙德刚认为，美国削减在沙特的军事实力是策略性
的，并不意味着为遏制伊朗而进行的中东大规模军事集结
将结束。过去一年里，美国和伊朗矛盾升级，美国政府对
中东的军事部署增加 2 万人。目前美国在沙特仍部署有

“萨德”系统。“未来，如有需要，美国仍会增加对中东的
军事部署，不会从中东大幅抽身。”

加强公共卫生合作 稳定沿线经贸往来

“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添亮色
本报记者 高 乔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4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合计进出口 2.76 万亿元，增长 0.9%。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
国对“一带一路”投资保持增长，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2个国家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 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抗
疫合作与经贸往来，为全球战疫注入力
量，为全球经济提振信心。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不满油价持续走低 威胁撤销防务支持

美国削减驻军施压沙特
本报记者 严 瑜

不满油价持续走低 威胁撤销防务支持

美国削减驻军施压沙特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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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部分设施重新开放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之际，一场针对中国的“信
息疫情”也如猛虎般扑来。

“中国黑客试图通过非法
手段获取美国新冠病毒疫苗
相关信息”“中国初期隐瞒疫
情 严 重 性 ”“ 中 国 数 据 不 透
明”……美国部分政客和媒体
对中国的疯狂指责“连绵不
绝”，要么“旧瓶装新酒”，要么

“推陈出新”，真可谓“欲加
之罪何患无辞”。

针对无理指控，中国有
理 有 节 ， 逐 条 摆 事 实 列 数
据；享有盛名的科研机构、
科 学 家 和 专 业 刊 物 冷 静 分
析，得出客观结论；世卫组
织等国际机构与知名人士仗
义执言，力挺中国。但是，

“信息疫情”仍然一波接一
波，为什么？

对于不停“炮制”谣言
的蓬佩奥、纳瓦罗等美国政
客而言，“甩锅”中国的诱惑
太大：把水搅浑，推卸抗疫
不力的责任，转移国内公众
的视线，同时还符合“美国
优先”的政治正确。针对中
国的“信息疫情”，无疑是别
有用心、借机炒作的“政治病
毒”，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
美国和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傲
慢与偏见。对于这部分人，摆
再多的事实，讲再多的道理，
显然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谣
言得以流行，甚至获得了有
些国家部分人的认可。这背
后，是对中国的偏见。人们
往往会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
信的东西。长期以来，西方
媒体与政客早已习惯了带着

“有色眼镜”看中国，而那些
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却正是
一些人获取中国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习惯了中
国负面形象的人，无疑成为这一波针对中国的

“信息疫情”的天然支持者。
当然，或许有些事情真的超出了他们的理解

范围。比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美欧诸多发达
国家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中国。因为
他们不知道，中国早已不是他们印象中那个医疗
落后、环境不佳的国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
样是居家隔离，中国就能取得那么好的防控效
果。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 14亿人真正实现了自
觉居家。为了防控大局，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人
上街抗议。而这各种各样的“不明白”，都源于他
们对真实的中国完全不了解。

只有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谣言才无立足之地。而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针
对中国的敌意开始在美国社会扩散。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对中国的疯狂攻击正是这种敌意的一次集中
体现。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敌意不会轻易消散。

中国必须提高警惕。接下来，中国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防控进入常态化。显然，抗击“信息疫
情”也需要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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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起，捷克放松部分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管控措施，大型购物中心内的商店、理发
店、提供室外服务的餐馆及博物馆等商业文化设
施重新开放营业。

上图：观众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捷克国家博
物馆参观。

右图：顾客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家餐厅的户
外座位上用餐。

达娜·科什奈洛娃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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