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緊急發放150萬個檢測盒至各地，
承諾醫療保險將包括病毒檢測

封鎖北部倫巴第大區及另外14個
省，取消封鎖區內一切公眾活動
；關閉全國所有學校

禁止1000人以上聚集的活動，部
分地區如科西嘉島禁止50人以上
的聚會；關閉疫區瓦茲省和上萊
茵省的中小學及幼兒園；徵收全
國口罩

禁止口罩等醫療防疫用品出口

禁止1000人以上聚集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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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互封關首日 一航班僅載三人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確診

病例增速出現下滑趨勢，8日僅新增96例，
為10天以來最少，該國目前累計確診7478
例。韓國總理丁世均在視察完疫情重災區大
邱後表示： 「我仍極度謹慎，但（疫情）仍
有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出現轉折點。」 不過韓
國保健福祉部副部長金剛立表示，現在要說
危機已經解除還太早，因為仍出現較小規模
的聚集性感染。

韓國衛生局表示，由於韓國疫情最嚴重

的新天地會大邱分會約20萬名信徒目前多數
已經採檢完畢，因此新增確診病例數逐漸減
少。

人員往來幾乎斷絕
另外，日韓9日起互相 「封關」 ，兩國

人員來往幾乎停擺。據韓國外交部消息，濟
州航空公司當天執飛從仁川機場飛往東京成
田機場和大阪關西機場的航班，前一航班載
客8人，有2名韓國乘客，後一航班載客3人

，僅有1名韓國乘客。而這些韓國旅客都在
事前獲准重新入境，韓日兩國的人員往來幾
乎完全斷絕，不少買票旅客打消了免簽赴日
的念頭。

韓國駐日本大使館和駐大阪總領事館已
向機場派遣應急處置工作小組維護韓國公民
入境權益。因兩國都互相叫停免簽入境，外
界擔心雙方的外交協商也將不順。韓國外交
部高官表示，即便面臨種種不愉快，保持溝
通仍然重要，將爭取妥善管控局勢。

封城不禁足 意抗疫難樂觀
歐盟一盤散沙 白白浪費了中國爭取的時間

曾與確診者握手 克魯茲自我隔離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

美國得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8日表示
，他在上個月的保守政治行動大會
（CPAC）上與一名後來確診的與會
者有簡單對話及握手。克魯茲表示
目前沒有出現任何症狀， 「我感到
良好與健康」 ，但他表示會待在家
中直至會議後14天。克魯茲強調，
「每個人都必須繼續基於事實及醫

學根據，認真對待這次疫情」 。美
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也參加
了CPAC，但兩人都沒有 「近距離與
這名與會者」 有接觸。

新冠肺炎持續肆虐歐洲，葡萄
牙總統德索薩因曾與出現確診者的
學校學生近距離接觸，決定取消所
有公開活動，在家自我隔離14天。

71歲的德索薩3日在總統府接
見一群學生並拍照，不過該學校7日
因有學生確診而停課。葡萄牙總統
辦公室8日表示，德索薩沒有出現肺
炎症狀，且確診學生並沒有參訪總
統府，但總統仍決定自我隔離，取
消所有公開活動， 「旨在以身作則
，採取預防措施以及在家辦公」 。
葡萄牙截至8日有30例確診，無人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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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帶病上班 佩洛西促白宮允有薪病假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

央社報道：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8日增至545例，死亡增至22例，全
美30多州出現確診，8州進入緊急狀
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參議院少
數黨領袖舒默8日敦促總統特朗普採
取更多措施，允許在家隔離者、因學
校停課需要在家照顧小孩的父母請
帶薪病假。美國有約3200萬勞動者
沒有帶薪病假，在家隔離對他們造成
沉重的經濟負擔，他們可能選擇隱
瞞病情上班，造成防疫漏洞。

佩洛西與舒默發表聲明要求：
「特朗普總統持續在政府內部製造
不必要的混亂，已經影響到政府對
疫情的回應。」 兩人呼籲採取行動
保護勞動者，包括所有有需要的
美國人可以免費接受檢測、擴大
聯邦食物券計劃、確保病患的保
險能賠償肺炎相關支出等。

美國是少數富裕發達國家中沒
有有薪病假規定的國家。根據勞動
部的統計，2019年在民營企業工作
的勞工中，約25%勞工未享有有薪
病假，人數達到3200萬人。收入最
低的25%勞工更是低於一半有帶薪

病假。
在五角大樓附近購物中心一家

連鎖快餐店上班的Amy就很擔心被
傳染，但快餐店不准員工戴口罩上
班，上門買餐的客人也都沒有戴口
罩，遞來送去的餐盤很容易沾上病
毒，她卻無力防護自己。有兩個孩
子的她也坦言，萬一真的出現發燒
、咳嗽等症狀，除非嚴重到不能上
班，她是不會請假的， 「孩子要上
學、房租也得繳，請了假，就沒錢
了」 。

意大利8日暴增約1500病例及133
例死亡，累計共7375宗病例及366死
，其確診數即將超過韓國，4.96%的
死亡率也為世界最高。另外，該國陸
續傳出重要人士染病的消息，陸軍參
謀長法里納9日確診感染。倫巴第大區
危機應變小組組長皮森蒂指，倫巴第
的衛生體系 「距離崩潰僅一步之遙」
， 「我們現在被迫得在醫院的走廊、
手術中心、療養室等騰出空間給重症
病患。」

為了遏制疫情蔓延，意大利總理
孔特8日凌晨匆忙推出封城令，他當天
還表示已準備好進一步採取更嚴格的
管控措施，使用 「休克療法」 抗疫。

中央政府脆弱 民眾愛尋歡作樂
不過，意大利對倫巴第大區以及

其他14個省下達的封鎖令並不是要求
所有人待在室內，民眾仍可上班以及
外出聚會，米蘭8日仍有許多人在室外
餐廳聊天。意大利外交部8日下午還表
示，只要能證明理由與工作有關，仍
能進出封城區域，並建議隨身攜帶文
件備查；當局將在高速公路與主要幹
道設置路障並實施檢查，在火車站的
旅客須量體溫。

在封鎖區之外，例如羅馬政府建
議民眾僅進行 「絕對必要的活動」 ，
但當地知名的咖啡店8日外依然有排隊
人潮，有民眾指出意大利人 「顯然還
沒被嚇夠」 。另外，意大利監獄8日宣
布暫停家屬探親後，全國四座監獄都
爆發了騷亂，釀成1死多傷。那不勒斯
波焦雷亞萊監獄外還有不少示威者手
牽手反對該措施。

《華盛頓郵報》指出，意大利是
個中央政府脆弱、民眾又以喜歡尋歡
作樂出名的國家，恐怕難以像中國湖
北1月封城那樣減緩病毒擴散。意大利
地方政府和中央口徑不一，總理孔特
說北部封鎖區的市民 「有義務」 留在
當地，倫巴第危機應對的官員則說並

沒那麼嚴格，這給民眾造成困
惑。另外，許多意大利民眾都
不循規蹈矩，此前被隔離城鎮
佐爾勒斯科外的老人就說，他
們的朋友經常規避管制，走廢
棄的鄉村道路繞過警察的檢查
站，到封鎖區外的酒吧喝酒。這
讓意大利封城的效果難以預測。

法禁千人以上聚會
在意大利實施封城令後，法國也

加強措施，該國衛生部長維蘭8日晚宣
布全國禁止舉行1000人以上的公眾聚
會，但不會推遲下周的巴黎市政選舉
。奧地利總理庫爾茨也表態，指其他
歐洲國家需要像意大利一樣採取嚴格
措施，例如關閉全國學校，關鍵是什
麼時候開始做決定。不過，像病例均
已破千的德國和西班牙則採取更加鬆
散的管理，例如德國讓地方政府自行
決定是否取消大型活動，德國經濟部
長阿爾特邁爾強調 「一定不能讓疫情
破壞剛剛出現的經濟復甦」 。西班牙
也態度類似，甚至沒有取消8日的國際
婦女節大遊行。

歐盟人員自由化流動給疫情防
控帶來巨大壓力。令外界擔憂的是
，歐盟至今遲遲沒有出台統一的防
疫措施，德法等國禁止出口醫療設備
已引發成員國間的紛爭，德國扣下瑞
士購買的24萬隻口罩也引起外交風波
。新華社指出，在這場全球抗疫的鬥
爭中，沒有任何一方能置身事外，獨
善其身、行動緩慢的結果可能就是讓
疫情更快蔓延。歐洲目前光是意法德
西四個國家的病例就已破萬，各國亟
需攜手祭出 「雷霆手段」 ，遏制疫情
快速蔓延的勢頭，不要浪費中國嚴格
防疫措施為各國爭取的機會窗口。正
如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所說的，
「中國採取的前所未有的嚴格措施給

我們爭取了時間，但我們有效利用了
這些時間嗎？」

▲意大利米蘭8日封城後，仍有大批民眾在室外餐廳聊天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
、新華社、《紐約時報》報道：

意大利8日下令封鎖疫情嚴重的北
部，但當天新增病例和死亡數均破紀
錄，累計7375人染病及366死。分析認
為，雖然意大利封城，但民眾仍可上班
以及外出聚會，而該國脆弱的中央政
府是否能保證措施實施到位也成問
題，且歐盟遲遲未能協調防疫措
施，前景不容樂觀。

▲意大利首都羅馬民眾8日戴口罩塗搓手液 美聯社

▲紐約時報廣場8日路人佩戴口罩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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