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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2021年伊始，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超
过了这个严峻的节点。

无论是人口稠密的发达地区，还是地广人稀的偏
远地带，从热带的太平洋岛屿，到寒冷的南极考察站，
新冠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

在与百年一遇大疫的战斗中，人类取得初步成效。
当前，疫情远未结束，一年来积累的“抗疫疲劳”、经济
承压等问题还未缓解，病毒变异等新风险又开始浮
现。尽管如此，随着疫苗接种在全球各地推进，随着合
作抗疫日益成为世界主流声音，人们坚信：亿兆一心，

“战疫”必胜！
当疫情成为“亿”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日14时22分（北京时间27日3时
22分），全球累计确诊100032461例，死亡2149818例。
记录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呈加速增长趋势，从疫情
开始到1000万用时超半年，1000万到2000万用时43
天，间隔多次缩短，从9000万到1亿仅用时16天。

“这是一个严峻和令人震惊的节点。”世界卫生组
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日前在回答新华
社记者关于全球新冠病例过亿的问题时说。

去年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具
有大流行特征。此后，疫情在北半球夏季一度有所缓
和，但近来又出现反弹。

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500万，死亡病例超过40万。在纽约，曼哈顿岛中部
的时报广场曾因汇聚各国游人被称为“世界十字路
口”，但疫情让该地区人流量一度骤减80%以上，清冷
的街道与拥挤的医院对比鲜明。

公共医疗系统几近崩溃，医疗机构重症病床满员、
氧气瓶告急，众多患者等待床位；商店、餐厅、影院等场
所门可罗雀；超市货架空空如也，大批货物因疫情无法
及时运抵，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这是在多个疫情
严重国家常见的场景。

人类的生存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的“斗争
史”。14世纪中叶，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曾席卷欧
洲，当地约三分之一人口死于这场瘟疫；1918年暴发的
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进入21世纪
以来，寨卡、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新型传染病又不断对人
类生命健康发起挑战。

作为近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新冠疫情
影响范围之广、病亡人数之多、抗击难度之大，历史罕见。

在历次“战疫”中，人类都会通过追踪、隔离等公
共卫生措施，加上疫苗、药物等手段，最终控制疫
情。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尔
克霍夫日前在分析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得失时举例
说，欧洲许多国家在去年夏天曾将相关数据指标降
到个位数，但由于到秋天后改变了防控策略，特别是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人们交往增多，导致病例数又迅速
上升。但只要用好各种疫情应对工具和措施，“新冠
病毒可以被控制”。

“下半场”有挑战更有希望

站在过亿节点展望全球“战疫”，既不能忽视挑战
和风险，更应看到希望和信心。

病毒变异无疑是当前全球关注的一大挑战和风
险。自去年12月以来，英国、南非、巴西等多国报告发
现了不同版本的变异新冠病毒。初步研究显示，英国
发现的变异病毒VOC 202012/01传染性更强，世卫组
织报告全球已有至少6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感染这种
变异病毒的病例。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501Y.V2也已
在多国现身。变异病毒的传染性、所致疾病严重程度、
对诊疗和疫苗接种的影响等仍待进一步研究，未来还
可能出现更多变异。

“这就像足球比赛下半场的换人，”瑞安说，“这会给
病毒一些新能量，一些新动力，这增加了你面临的挑战。”

“但这没有改变游戏规则，没有改变我们为赢得胜
利而需要做的事。”他强调，我们仍然要采取各种防控
措施，只是随着对手力量的变化，更应加倍努力。

在抗疫“下半场”，人类需要面对的其他挑战仍然
不少。“禁足”“封城”等严格防疫措施会极大影响经济
民生，如何平衡防疫与发展、如何避免人们因“抗疫疲
劳”而防控松懈等是横亘在多国面前的待解难题。世
界一些地方先前因经济形势所迫、民众急盼回归正常
生活等原因“带疫解封”，致使本已控制住的疫情反弹。

挑战虽在，希望已现。史上首次，人类在发现导致
大流行病的病毒后一年内就研发出疫苗。疫苗研发通
常耗时数年，但在去年年初科研人员分离出新冠病毒
并完成基因测序后，全球各界勠力同心，现已有多款新
冠疫苗获批使用。

截至目前，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合作研发的疫苗、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英国
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俄罗斯
研发的“卫星V”疫苗，还有中国国药集团、科兴公司等
企业研发的疫苗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启动大规模接种。

中国新冠疫苗在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表现良好，并
且在可及性、可负担性等方面具有优势，获得巴西、秘鲁、土
耳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埃及等众多国家青睐。

在巴西亚马孙雨林深处的一个小村庄，68岁的蒂
库纳族老人伊莎贝尔·塞泽里奥本月19日成为当地第
一个接种中国新冠疫苗的居民。“我太感谢这支疫苗
了！”塞泽里奥用蒂库纳语激动地说。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表示，世卫组织主导
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将在今年年内
交付20亿剂新冠疫苗，“疫苗正给予我们结束这场大
流行的希望”。

共同命运需一心守护

面对新冠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各国人民生
命健康从未如此休戚与共、紧密相连，打赢全球疫情阻
击战，需要强化全球行动，深化全球合作。仍在肆虐的
疫情，呼唤大国主动担当、各国携手而行，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疫情不会在乎国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日前说，“世界要跑在病毒前面只有一个方法——团结。”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仅交出经得起历
史和时间检验的抗疫答卷，而且以实际行动助力全球

“战疫”。中国迄今已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
提供抗疫援助，为有需要的国家派出36个医疗专家
组，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为全球抗疫贡献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说：“疫情发生后，中国

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参与全球防疫
科研工作，向其他国家提供物资支持、分享抗疫经验，展
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在全球病例数过亿之后的防疫“持久战”中，国际
合作尤须加强。面对北半球冬季以来出现的疫情反弹
等新情况，各国需加强联防联控，共同构筑全球抗疫防
火墙；对于疫苗的分配，各方应就疫苗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加强协调，以期尽快在全球达到控制病毒传播所需
的疫苗接种率；对于新出现的变异病毒，全球科研人员
需要携手研究和分享信息，尽早找到克制之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院教授斯蒂芬
妮·斯特拉思迪指出，所有国家必须共同抗疫，“我们的强
壮程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这一刻显得尤
为重要。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
丁·琼贡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
合作的鼓舞，其重要性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实践所证明。

病毒没有国界，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
最有力武器。只要团结一心，人类终将走出至暗时刻，
迎来“隧道尽头的光芒”。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中所说：“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
明的曙光。人类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在同灾难的斗争
中成长进步、浴火重生。”

（新华全媒头条）

全球新冠病例过亿 世界呼唤勠力同心

2月2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省
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工信厅、省小企业
局、省卫健委、省交通运输厅、省总工会
7部门2月1日联合下发《关于疫情防
控和春节期间稳岗留工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拿出
真金白银鼓励企业春节期间稳岗留工，
确保员工健康安全、企业生产有序、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

我省加大失业保险稳岗扶持力度，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按规定
实施稳岗返还，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参保
失业人员落实失业保险待遇，支持失业
人员就地过年、应聘上岗。

我省支持企业春节期间开展在岗
培训，对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时间
不少于3天，按每人300元标准，给予
企业培训补贴。对参加失业保险累计
缴费满1年的企业职工，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初级
（五级）1000元、中级（四级）1500元、
高级（三级）2000元的标准，申领失业
保险技能提升补贴。

我省将利用春节假期深入实施3
万人订单式培训。培训时间10天内每
人每天补贴150元，10天后每人每天
补贴100元，补贴最高不超过4000元。

我省鼓励企业向疫情防控和春节
期间在岗的务工人员发放“留岗红包”、
节日补助等。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向企
业或留岗人员发放留岗补贴。各级工
会将开展关爱活动，慰问留岗职工。全省基层工会
逢年过节要按年度内不超过1800元的标准向会员
发放慰问品，合理确定春节期间的慰问金额。

我省支持企业吸纳就业，加大对因疫情防控不
能返乡但又失业人员的帮扶，鼓励春节期间正常生
产的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小微企业新招用就业困
难人员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按照每人每月
300元的标准给予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岗位补贴。
对小微企业新吸纳城乡各类劳动者且稳定就业半
年以上的，据实按每人不超过1000元的标准给予
小微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

《通知》明确，要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引导企业
错峰放假，合理安排节日期间在岗员工休息休假。
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为留岗过年的职工提供方便快
捷的维权服务，及时处理欠薪案件，保障劳动者合
法权益。鼓励大型超市、餐饮企业、菜市场、快递网
点持续营业，确保留岗人员在就业地安心过年。

（记者高建华） 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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