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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尚不稳定

克卢格指出，欧洲仍是新冠肺炎
“大流行”的中心。根据世卫组织统
计，截至欧洲中部时间8日10时（北
京时间16时），欧洲地区新增确诊病
例33881例，累计确诊720219例；新
增死亡4904例，累计死亡57369例。

西班牙卫生部8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该国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数和死
亡病例数双双回升。意大利、德国、
法国、英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也
出现回升。瑞典公共卫生局8日表
示，瑞典的感染人数似乎又回到了从
前的增长水平。

当天，波兰新增死亡病例30例，
为疫情暴发以来最多的一天。罗马尼
亚卫生部长表示，罗马尼亚还需2至3
周才会到达疫情顶峰。匈牙利专家表
示，匈牙利境内疫情大规模暴发难以
避免。

不过，也有部分国家出现转机。
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8日发布
公报说，过去24小时内，比利时共有
524名患者治愈出院，487人住院治
疗，累计住院人数首次出现下降。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新
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指出，
意大利累计治愈病例的近半数发生在
最近10天内。治愈患者的比例继续增
加，接受重症监护的患者缓慢持续减
少。

●限制措施延长

在疫情形势尚不稳定的情况下，
欧盟和法国等分别出台延长相关限制
措施的决定。

欧盟委员会8日提议，将入境申
根区有关国家的限制延长至5月15
日，以进一步减缓疫情传播。届时根
据疫情状况再作下一步决定。

法国总统府当晚发布消息称，原
定于4月15日到期的全国“禁足令”
将再度延长，总统马克龙将在13日通
过电视讲话介绍具体情况。

立陶宛政府当天宣布将全国隔离
管控状态延长两周至4月27日，并规
定从4月10日起民众在公共场所必须
戴口罩或遮住口鼻。

●谨慎谋划解禁

3月份以来的各种禁令对欧洲经
济和民众生活持续造成影响。当前，
一些国家已开始为解除禁令寻找论
据，并谨慎谋划解禁后的配套措施。

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
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
8日表示，根据目前已知状况，可以
开始讨论解禁后的策略，而随着解禁
到来，必须在民众中普及戴口罩。

丹麦已决定从4月15日起“逐

步、有控制”放开部分管制。其中，
日托中心、幼儿园和小学在首批开放
名单中。然而，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
警告说，放开管制意味着感染和入院
人数增加，对丹麦医疗系统的压力可
能在5月中旬达到峰值。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8日表示，民
众必须尽快适应新的“常态”，在坚
持遵守出行限制、保持距离、戴口罩
等防控措施前提下逐步恢复正常的经
济社会生活。

当天，克罗地亚内政部已允许各
地农贸市场恢复营业，但要求其严格
遵守消毒限流等措施。斯洛文尼亚经
济发展与技术部建议在复活节后逐步
放松对零售业和服务行业的限制。立
陶宛政府表示，复活节后可能在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放宽一些管控措施，首
先考虑让小企业恢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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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疫情尚不稳定
欧盟延长限制措施

近日，欧洲有几个国家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一度有所减少，但尚未形成持续稳定的“降温”态
势。尽管民众期盼解除社会限制措施，但各国政府以及欧盟担忧疫情反复，对解禁持谨慎态度。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表示，目前尚未到放松管制之时，欧
洲各国应共同加倍努力，以遏制病毒传播。

美国白宫新任办公厅主任马克·梅
多斯3月底正式就职，不到两周内推动
系列人事调整，在白宫内部引发议论。

美国媒体报道，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本就面临执政
压力，而梅多斯的办事风格正激化白
宫内部不同派别矛盾。

人事调整频繁

梅多斯3月31日辞去联邦众议员职
务，正式出任特朗普的第四名白宫办
公厅主任。

消息人士告诉彭博新闻社，梅多
斯履新后迅速作出多项人事调整，部
分决定引起争议。他上周迫使一名负
责与国会联络的白宫资深顾问离职，
本周又推动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
里沙姆主动请辞。

消息人士披露，梅多斯施压格里
沙姆放弃现有职务，转任职务更低的
通讯主管，后者拒绝并提出辞职。格
里沙姆曾出任总统夫人梅拉尼娅的新
闻主管，很快被“第一夫人”调回麾
下，出任她的办公室主任。

消息人士判断，格里沙姆的职位
调动7日仅由梅拉尼娅办公室正式公
布，显现梅多斯的做法引起“第一夫
人”不满。

此外，梅多斯私下质疑特朗普
2016年竞选团队顾问杰茜卡·迪托“不
具备团队精神”，后者不久决定辞
职。迪托先前是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在
白宫的首选发言人。她辞职后伊万卡
发表声明，称赞她“努力、聪慧、有
天赋”。

消息人士称，梅多斯有意展现控
制力，似乎希望确保“白宫每名成员
遵循总统政治议程”。

内部矛盾激化

梅多斯的“雷霆”手段已打击白
宫内部士气，让不少人担忧会有更多
人离职。他们还担心，梅多斯没有充
分了解白宫运作就大幅调整人事，可
能带来麻烦。一个危险迹象是，已有
人主动“投靠”梅多斯，“建议”这
位新上司应该辞退哪些人。

彭博社报道，白宫内部近年屡现
争斗，梅多斯的前任米克·马尔瓦尼也
有不少政治对手，但总体维持过一段
氛围相对和谐的时期。相比之下，梅
多斯更愿意触碰“敏感议题”。

本月6日的一场白宫内部会议中，
关系紧张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亚历克斯·阿扎与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
服务中心主任西玛·维尔马发生严重争
执，梅多斯介入并力挺阿扎。

梅多斯还主动参与联邦政府应对
疫情的协调工作，致电多名共和党籍
州长，要求他们改变抵制态度，立即
执行“居家令”等防疫措施。

暂不清楚梅多斯致电是否获总统
指示，因为特朗普本人公开同意各州
自主决定是否实施“居家令”。一些
州长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回怼”
梅多斯干预。有人“搬出”美国传染
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发“推文”说，
“谢天谢地，他同意”各州抗疫措施
不应“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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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上任三把火

白宫纷争或激化
美国总统选举 基本锁定战局

随着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
斯8日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
选，2020年11月3日的美国总统选举
如无意外已锁定战局，由民主党籍
前副总统乔·拜登对决共和党籍现任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两人均已年过七旬，一个从政
履历丰富，一个标榜政坛“圈外
人”形象。按照美联社的说法，
“几乎肯定”两人将在美国迄今
“最昂贵”“最肮脏”的总统选举
中一决高下。

“安慰”与“颠覆”

拜登今年11月年满78岁，如果
胜选将成为美国迄今最高龄总统。
特朗普也近74岁，但两人的执政风
格截然不同。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特朗普主
张“赢家政治”，从政生涯一路颠
覆，拜登则给人安慰，试图让民众
感受到能“重返2016年以前”。尽
管被特朗普称作“瞌睡乔”，拜登
笃定，经历过共和党政府动荡不安
的4年后，美国民众愿意稍作休息。

拜登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
联邦参议员之一，辅佐过美国首位
非洲裔总统贝拉克·奥巴马8年，职
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首都华盛顿
度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没有哪
位总统候选人的政府就职经验比拜
登更丰富。

但特朗普不同于拜登以往任何
一位政治对手。他的资金优势明
显，且有意不惜代价取胜。美联社
报道，特朗普团队打算采用类似4年
前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的“非常规”手段，向拜登发起真
假信息混合的“抹黑”战。

各有“命门”

依据多家媒体分析，拜登与特
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各有弱点。在
全力迎战特朗普前，拜登先要争取
桑德斯的“左倾”选民支持，这并
非易事。主要原因一是拜登与桑德
斯的政策主张存在较大差异，二是
特朗普常以主流政坛“圈外人”自
居，有意“分流”同为“圈外人”
的桑德斯选民。

与桑德斯相比，拜登获民主党
高层鼎力支持，选民群体也更庞
大，被不少民主党人认定更有可能
击败特朗普。但拜登从政数十年，
留下不少可供特朗普阵营攻击的软
肋。按照法新社的说法，拜登的一
个“致命缺陷”是小儿子亨特关联
乌克兰政界的腐败“疑点”。

尽管特朗普先前企图施压乌克
兰政府调查拜登父子“腐败嫌疑”
而遭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弹
劾，亨特与乌克兰的牵连仍将成为
他攻击拜登的“武器”。

特朗普的一大“命门”则是持
续肆虐的新冠病毒疫情。美联社报
道，美国多地疫情数周后才会迎来
“峰值”，疫情冲击将影响选民态
度和竞选组织工作。路透社预测，
在可预见的未来，拜登与特朗普的
对决将聚焦后者应对新冠疫情的处
理方式，这一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彻
底改变美国人的生活并扰乱经济。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