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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入证挂失
修建公司刘培寿，

不慎将车牌号码：晋
A91Y91的车辆厂区通
行证遗失，特此声明。

挂 失
炼钢一厂郝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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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二厂李志明，

卡号：31006178
炼铁厂高国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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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厂樊贵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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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厂张建新，卡

号：31004526
不锈冷轧厂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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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冷轧厂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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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热轧厂郭忠

太，卡号：08401511
不锈热轧厂高建

国，卡号：08401275
冷轧硅钢厂杨启

新，卡号：31006752
热连轧厂焦宝贵，

卡号：04001442
热连轧厂党尹泽，

卡号：04018172
热连轧厂孙春鹏，

卡号：04002070
能源动力总厂李

玲玲，卡号：30455488
能源动力总厂杨

惠，卡号：07601190
能源动力总厂王

德保，卡号：07602334
型材厂杨艳伟，卡

号：30816422
型材厂关保兴，卡

号：30416670
型材厂刘正发，卡

号：30816419
不锈线材厂邰宵

鹏，卡号：10900542
矿业公司高娜，卡

号：10000253
电气公司花俊义，

卡号：04700291
山西钢新实业有

限公司郑雅丽，卡号：
22000414

山西云时代太钢
信息自动化技术有限
公 司 翟 俊 ，卡 号 ：
22200154

山西钢建硅钢功
能维护项目部王金盛，
卡号：31002711

钢企集团物流储
运有限公司张发林，卡
号：20225216

以上职工太钢出
入卡遗失或注销，特此
声明。

近来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
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
找不到控制疫情的理想策略，加
上经济下行、奥密克戎毒株致病
性弱于先前毒株和抗疫疲劳心
态等复杂因素，陆续取消了口罩
令、隔离感染者、追踪密接者等
严格管控措施，除加强疫苗接种
外基本不采取其他防控措施。

但全球疫情依然高位运行，
奥密克戎毒株的高传染性和隐
蔽性提升了防控难度，一些地区
的死亡人数再现高峰。新一波
疫情也对多国经济社会生活造
成严重冲击。专家们还警告，人
类仍未完全了解新冠病毒，无法
预测这种病毒将如何进化。

全球死亡病例数持续高企

4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在
研判最新疫情形势后发表声明
宣布，新冠大流行继续构成“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天后，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新
冠疫情突破又一个重要节点：全
球累计确诊病例数超5亿例，死
亡病例数逾619万例。

与去年11月刚发现奥密克
戎毒株时相比，全球累计确诊病
例数增加逾2.5亿例，而死亡病
例增加逾100万例，这相当于半
年时间便从地球上抹去了一个
中型城市的人口。世卫组织在
上述声明中写道：“新冠病毒继
续造成高水平的发病和死亡，特
别是在脆弱人群中。”

翻阅世卫组织近期疫情周
报可发现，最近几周全球每周新
增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持
续下降，但在截至4月10日的一
周中，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依然
超过700万例，相当于日均新增
百万病例，而当周新增死亡病例
数逾2.2万例，这是太多家庭的
不能承受之重。

世卫组织特别提醒，须谨慎
解读其疫情周报反映出的趋势，
因为一些国家逐步改变检测策
略，统计数字比实际情况低。它
的评估是：尽管奥密克戎毒株致
病性降低，但确诊病例大幅增加
导致大量患者住院，让医疗系统
进一步承压。“在有些国家，死亡
数字与之前的峰值相似或更高”。

在全球疫情新形势下，“躺
平”实际上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
无奈之选。它们在经过多种尝
试后，找不到一种理想应对策
略，因此除了加强疫苗接种外，
不再强调或干脆不采取其他防
控措施。但“躺平”之后，随即常
见的便是病例数激增、死亡病例
数高企，过一段时间后疫情曲线
才掉头向下。

美国是一个代表性例子。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疫情曲线
图显示，美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数最高纪录（今年2月1日报告的
4184例）就发生在奥密克戎毒株
引发的疫情高峰期，当时美国持
续约半个月报告七日日均死亡病
例数超2500例，明显高于去年9
月德尔塔毒株肆虐期间的峰值。
近来美国七日日均死亡病例数依
旧逾400例。由于疫情趋紧，费
城于4月11日宣布恢复室内口罩
令，成为近期首个恢复室内口罩

令的美国大城市。
日本教训同样应汲取。今

年1月中旬以来，日本新增新冠
死亡病例超过1万例，而日本新
冠总死亡人数不到3万人。瑞
典是较早采取“躺平”策略的国
家，英国《自然》杂志子刊《人文
与社会科学通信》近期发表的一
篇文章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瑞典
采取“自然”群体免疫策略应对
疫情大流行，现实情况是 2020
年瑞典新冠死亡率是邻国挪威
的10倍，“如果瑞典要在未来的
大流行中做得更好，就必须重新
建立起科学方法”。有关统计显
示，人口约1000万的瑞典，新冠
死亡病例超过1.8万例；人口约
500万的挪威，新冠死亡病例不
超过3000例。

“躺平”政策冲击方方面面

“如果你现在没有被感染的
朋友，说明你没有朋友。”墨西哥
传染病专家布伦达·克拉布特里
在社交媒体上的这句感言，足以
反映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新一
波疫情在全球一些地区传播之
广泛。近期一些国家抗疫“躺
平”后，病例数再度激增，进一步
冲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英国就正在承受“与新冠共
存”的多重“后遗症”。英国政府
于2月末宣布实施“与新冠共存”
计划，在法律意义上解除所有新
冠限制措施。多项数据显示，英
国疫情自3月以来持续恶化，感
染水平已升至历史最高。

以英国医疗系统为例：鉴于
目前新冠高感染水平和医护人
员高病假率，无论在新冠病例的
护理方面，还是在清理此前两年
积压工作方面，英国医疗体系都
处于艰难运转的状态。英国国
民保健制度官员表示，不少医院
目前床位紧张，员工因病大量缺
勤。英国知名免疫学家丹尼·奥
尔特曼对新华社记者说，医院、
学校和企业发现，有十分之一的
人在生病，很难正常运转。

英媒日前援引一项调查说，
四分之一英国公司表示，新冠疫
情是企业员工短缺的主要原因
之一。不少航空公司因机场人
手不足，被迫取消部分航班。英
国议会一份报告指出，劳动力短
缺或将导致英国食品工业陷入

“永久性萎缩”。
德国高级医院医生协会主

席米夏埃尔·韦伯也有同感：由
于疫情大流行，德国六成医院不
得不推迟预定手术，10家医院中
有6家护理人员短缺，并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对德国政府近期取
消大多数新冠防疫措施提出批
评。德国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
赫最近一番言论也引发关注。
他先是表示，新冠不必强制隔
离，但很快又改口称，“新冠不是
感冒”，隔离是必须。

尤需指出的是，“躺平”政策
对老人、有基础疾病者和免疫受
损人群等群体造成更大风险。
韩国数据显示，在4月第一周的
新冠重症和死亡病例中，60岁以
上老人分别占85.7%和94.4%。

此外，韩国9岁及以下儿童
已有过半感染新冠病毒，部分儿

童受到丧失嗅觉等后遗症困
扰。新西兰知名流行病学家迈
克尔·贝克说，不能对未成年人
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等闲视之，目
前尚未有足够医学证据表明新
冠病毒是否会对他们造成长期
潜在伤害。

新冠病毒变异方向不定

复盘新冠疫情这场百年未
遇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人
们曾数度乐观认为，疫情大流行
趋于结束，尤其是在疫苗大范围
投入使用时。但变异毒株接二
连三地出现，病毒变异存在巨大
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日前直言：“我们无法预测
病毒将如何进化。”

有观点认为，病毒在进化过
程中传染性和致病性呈反向关
系，奥密克戎毒株就是这种进化
选择的结果，病毒还会继续朝更
温和方向演变，直至能与人类

“共存”。但专家们认为，持这种
观点的人可能过于乐观，是拿着
生命去冒险赌博。

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教授陈宇对记者说，新冠
病毒本身的变异方向是随机
的。传染性跟致病性在科学层
面没有必然联系。从社会层面
看，病毒致病性低，病症不明显，
提升病毒传播机会，进一步增加
低免疫群体的致命风险。

放松乃至取消防疫限制措
施，尤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疫
苗接种覆盖率仍很低的情况下，
其结果就是新冠病毒在人群中
广泛传播，为新变异毒株出现提
供“温床”。英国政府紧急情况
科学咨询小组认为，大流行仍存
在相当大不确定性，新冠病毒在
全球的较高流行性为病毒变异
提供更多机会，人类面临出现新
变异毒株的更高风险，“没有理
由假设未来出现的所有变异毒
株都是温和的”。

意大利免疫学专家、帕多瓦
大学病理学教授安东妮·维奥拉
指出，新冠再感染问题也不容忽
视。感染德尔塔毒株后，仍有可
能再次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意
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显
示，自2021年10月起，意大利每
周新冠二次感染病例数在总数
中占比逐渐提高。

当前，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
识仍不充分，也没有完全研究清
楚接种疫苗或感染引起的免疫
力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但很
清楚的是，更多的病毒传播意味
着更多的死亡，大流行并未结
束，还远不到抗疫松懈之时。

环顾全球，目前仍具备“发现
一起、扑灭一起”条件的国家屈指
可数，把新的疫情消灭于萌芽状
态仍是这些国家的最佳选择方
案。“想想在2020年初，如果每个
有能力的国家都采取了‘清零’政
策，世界会怎样。无可争辩的是，
全球死亡人数会低得多，更少的
人会长期感染，经济损失也会减
少……奥密克戎可能根本没机会
进化出来，”英国《新科学家》周刊
近日刊文感慨道，“当下一次出现
大流行病时，各国政府应该牢记

‘清零’策略。” 新华社供

（国际观察）

全球疫情形势折射“躺平”之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