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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个为什么
美国疫情逝者背后的追问

推责

时评

10万生命陨落，政治霸凌科学的恶果

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27日突
破10万大关，同时感染确诊人数逼
近170万，数字之高远超其他任何国
家。

作为世界上科学最发达、医疗
技术最先进、医疗设施最完备的国
家，美国却占据了全球七分之二的
新冠死亡病例。这一令世界讶异的
数字背后，是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
的荒谬现实导致的恶果。

荒谬之一，科学“靠边站”。
如果说疫情发生之初，把新冠病毒
看作流感病毒可能还只是美国决策
者判断失误，那么后来一再错过纠
错机会，却是政治因素作怪。美国
不缺专业的医疗人员，疫情发生后
也没少收到专家们的建议，但决策
者们直接选择无视。

荒谬之二，打压“吹哨人”。
看看美国疫情“吹哨者”们的命
运：华盛顿大学传染病学专家朱海
伦1月份就美国内疫情“吹哨”，随
后被下封口令，2月她的实验室被下
令停止检测；4月初，“西奥多·罗
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布雷特·克罗
泽因写求助信被免职；5月中旬，负
责疫苗研发的高级卫生官员里克·布
莱特因坚持己见而遭解雇。

白宫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小组重
要成员、知名传染病学家安东尼·福
奇坚持以专业诚实态度将科学真相
告知公众，却多次受到高层冷遇，
甚至遭到极右翼分子的人身威胁。
当福奇说实际死亡人数“几乎肯定
要高于”官方统计时，白宫决策者
们却认为死亡数据被高估了，并向
各州施压调整统计数据。

荒谬之三，误导公众。在美
国，就连是否戴口罩也成了政治选

边站的标志。一些急于重启经济的
官员为了淡化疫情严重程度，故意
在公众场合不戴口罩，尽管戴口罩
早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防控措
施。舆论广泛认为，疫情发展到如
此严重地步，与一些官员对公众的
误导有很大关系。

荒谬之四，花式乱甩锅。疫情
初期，白宫决策者对中国的抗疫努
力赞赏有加。随着国内疫情失控，
害怕反对党和公众追责的白宫就开
始调转风向，栽赃中国。从污称
“中国病毒”到“病毒来自中国实
验室”，一系列栽赃行动被国际机
构和专家以科学和事实为据驳斥
后，为持续转移公众视线又试图以
所谓“中国信息不透明”等追责中
国，结果同样被证实为子虚乌有的
谎言。

自诩全球抗疫“领导者”的美
国还不顾国内外普遍反对强行中断
对世卫组织的资金支持，原因同样
是世卫组织的科学指引和合理建议
不合他们的胃口。

随着疫情发展，人们看到了越
来越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对内打压
理性声音，依政治需要而不是科学
研究制定疫情应对举措；对外推责
“泼脏水”，竭尽所能转移国民视
线。正是一些反智的美国政客，以
政治霸凌科学，汲汲追逐个人政治
前途和政党利益，无视民众生命和
国家利益，才造成疫情失控，酿成
今日恶果。

如今，糟糕的应对让美国新冠
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任何粉饰企图
都是枉然。美国执政者应及早回归
理性，尊重科学，避免第二波疫情
暴发夺走更多无辜者的生命。

综合新华社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27日破10万例。这距离美国官方报告首例确诊病例仅有4个月。
“头号悲剧是，这10万人本不必死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充满悲情的语调

中呼吁反思和问责。

10万+

27日，《今日美国报》头版一改
彩色习惯，刊登黑白的“百人照
片”，以纪念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国
人。照片下方，加粗的“100,000”数
字十分醒目。

此前，《纽约时报》24日用整个
头版刊登了“千人讣告”。同日，该
报在其网站上按疫情时间轴推出动态
讣告数据图：灰白色调的茫茫背景上
散布着一个个深灰色小人图形，没有
照片，只有名字、年龄、居住地和从
1000份讣告中截取的只言片语。

众多生命的逝去令人痛心，美国
主流媒体纷纷选择用强烈的视觉冲击
直叩灵魂。

“美国历史上最快的杀手。”

《今日美国报》这样描述新冠病毒给
美国人带来的灾难。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实时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
日17时，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169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过10万例。因新冠死亡的美国
人已经远超越南战争、阿富汗
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死亡
人数的总和。

美国哈佛大学全球健康学院
院长阿希什·杰哈说，对各种模
型的综合评估表明，从现在到夏
末可能还会有7万至10万人死亡。

“他们绝不仅是数字。”《纽
约时报》说。

孰之过

专家和媒体纷纷指出，美国联邦
政府应对不力是造成美国新冠确诊和
死亡病例迅速、持续攀升的主因。尤
其是联邦政府在疫情暴发初期低估风
险、行动迟缓，导致抗疫时机被严重
贻误。

《华盛顿邮报》日前刊文说，本
来并不是所有新冠死亡者都一定会死
去，责任在于，白宫“忽视了威胁，
直到为时已晚”，并且“未能做出足
够回应”。

美国官方1月下旬报告首例确诊病
例，但直到3月中旬，白宫才出台保持
社交距离、加强个人清洁等防疫指导

方针。在这中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美国政府一再用“疫情得到控制”
“会奇迹般消失”等说辞“忽悠”公
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前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若美国政府能提早一周采
取社交疏离措施，新冠死亡人数或可
减少约3 . 6万人；若全国封锁措施提前
两周实施，则可避免约83%的死亡病
例。

《纽约时报》等媒体在复盘美国
疫情的调查报道中指出，即便在察觉
疫情威胁之后，白宫仍应对迟缓，一
系列抗疫决定都姗姗来迟。

积弊

肆虐的疫情暴露美国政治、社会
的长期缺陷，也迫使越来越多的美国
人重新审视他们的政府。

疫情发生时，近3000万美国人没
有任何医保，更多的人投保不足。随
着失业率暴增，这一局面加速恶化，
因为半数美国人的健康保险与就业岗
位挂钩。在疫情高峰时期的纽约，最
穷的两个区布朗克斯和昆斯的感染人
数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曼哈顿的两倍。
在密歇根州，只占当地居民14%的非洲
裔美国人患病人数占总数的40%。全

美各地养老院超过2万人因新冠死亡且
人数还在增加……

而与此同时，美国政治上演的却
是：两党政客围绕选战大打口水仗，
国会仍就经济援助方案等扯皮不休，
白宫与地方多州因防疫政策矛盾互不
相让，政客无视并排斥医疗专家和科
学人士……

《华盛顿邮报》网站文章说，这
是长期的结构性缺陷、多年的投入不
足和破坏公众信任的政治言论带来的
最终结果。

目前，因疫情造成生命损失而向
美国政府问责的声音日渐高涨。

美国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助理教授
格雷格·贡萨尔维斯在社交媒体上这样
质问：美国政客们在抗疫过程中的
“玩忽职守、隐瞒和举措失败”都是
“有意的”，“他们难道不应该被法
律追责吗”？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却沉迷于
“自吹”和“甩锅”的游戏。

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
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他认为美国新

冠病例数全世界最高是一枚“荣誉勋
章”，因为仍在不断增加的病例数反
映了美国的检测能力。

《纽约时报》日前刊文说，新的
敌人是一种病毒，但特朗普政府似乎
把目标对准了外国。到国外寻找“恶
魔”并不能让美国人免遭疫情侵袭，
“我们正站在错误的边缘”。

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马克斯·
布特认为，美国最好不要玩疫情“甩
锅”游戏，否则其他国家会开始为
1918年大流感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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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在美国纽约，人们在草坪上限制社交距离的
圆圈内休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