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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疫情失控 南美成新震央

特朗普22日在白宮宣布，教堂、清真寺等宗教
場所屬「必要」設施，要求各州在本周末重新開放。 「
州長們需要做正確的事，讓這些非常重要的宗教場所
立即開放。」 他威脅，如果州長不乖乖聽話，他將動
用權力推翻他們的政令。美國疾控中心（CDC）隨即
發布關於重開宗教場所的防疫指南，其中包括限制集
會規模、考慮在戶外或通風良好的大型場所舉行儀式
等建議。

教堂重開未必明智
目前，美國各州雖已初步重啟，但普遍集中在戶

外休閒設施和部分零售業與餐飲業，宗教場所恢復的
並不多。疫情期間，多州下令禁止在宗教場所舉辦集
體儀式，多個教堂因此採取視頻禱告、在停車場舉行
彌撒等變通措施滿足信眾需求。

宗教場所多是室內密閉空間，開放後容易誘發聚
集性感染，疫情期間是除護老院外，美國另一大群聚
感染源。美國傳染病專家福奇22日警告，各州在重
啟經濟的過程中需謹慎行事，切勿過多鬆綁社交隔離
措施，並牢牢控制每日新增感染病例。

不少宗教人士不贊同重開，佛羅里達州聯合循道
會主教肯尼思．卡特表示

，聯合循道會約
700座教堂將至
少於6月15日後

才會開放， 「當我們知道它是安全的時候，上帝
會重新召集我們。」 全國福音派協會副主席凱里
也表示，儘管美國政府說可以重開，但重開未必
是明智的， 「表達愛的最好方式是保證不會傳染
給其他人。」

法律上沒有權力
同時，特朗普的威脅也引發多州州長反彈。羅德

島州州長雷蒙多明確表示，在本周末開放宗教場所是
「魯莽」 的，該州至少要到5月底才能做到這一點；

新罕布什爾州州長蘇努努說，他將審查聯邦指導方針
，同時保留重開的決定權；伊利諾伊州長普利茨克稱
，他將 「繼續根據科學和數據」 來決定何時可以安全
重開。芝加哥市市長萊特富特則直指特朗普無權強制
各州怎麼做， 「我們必須意識到，他所說的每件事幾
乎都帶有政治色彩。」

美國法律專家指出
，特朗普威脅要 「推翻
州長政令」 ，可能只是
嘴上說說而已，實際上
應由各州自行決定何時

解封和重開。耶魯大
學法學院教授
科伊說，總統
可以發表聲明

，甚至稱其為 「
命令」 ，但並沒

有法律強制要求州
長遵守。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法官呂蒂希指出，由於疫情，總統
沒有單方面的權力來推翻州長禁開教會的
決定。另有分析認為，特朗普可能暫扣聯
邦政府對各州資助，以達到懲罰效果。

抗疫不力民望走低
喬治．梅森大學政策與政府學院院長羅澤爾

分析指，宗教保守派是特朗普選民基礎中最堅實
的核心，總統正處於競選連任的艱難時期，
需要這批選民的有力支持。

疫情期間，特朗普在宗教保守派中
的聲望下降，皮尤研究中心一項
民調指出，在支持共和黨的白人
福音派教徒中，77%受訪者
認為特朗普在應對新冠疫情
方面做得很好，低於3月份
83%支持率；兩個月前，天
主教選民認同特朗普防疫表
現，現在評價轉為負面。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英國廣
播公司報道：世界衛生組織22日指出
，南美洲已成為新的全球新冠疫情 「震
央」 ，其中受影響最嚴重的是巴西，累
計確診已突破33萬例。專家相信，由
於病毒檢測進度緩慢，預計實際確診病
例比官方數字更多。

巴西當天一度超過俄羅斯，成為全
球病例數第二多國家。不過俄羅斯稍晚
公布最新數據，巴西又回到世界第三。
據衛生部數據，巴西22日單日新增確診
20803例，創單日增量新高；當天再有約
1000人病亡，累計超過2.1萬人死亡。

在美國和歐洲，受疫情影響最嚴重
的是老年人，西班牙和意大利近95%

死者為60歲以上的長者。但在巴西，
年輕人死亡比例較高，比例超過三成。
專家分析，巴西人口結構不同，60歲
以上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的13.6%。此外
，巴西利亞大學傳染病學家桑切斯指，
主要原因是年輕人受貧困所迫，不得不
放棄居家防疫外出工作，而暴露在感染
風險中， 「他們別無選擇」 。

另外，巴西總統博索納羅被指控利
用不適當手段，干擾警方對其子的刑事
調查。巴西最高法院22日公布內閣會
議錄影片段，博索納羅誓言為保護家人
，必要時將改組內閣、撤換一些部長。
他近期已因佛系抗疫備受抨擊，這段爭
議影片或再引發新爭議。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
時報》、美聯社、《華盛頓郵
報》報道：美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22日突破160萬，超過9.6
萬人死亡。總統特朗普當天要
求各州周末重開教堂等宗教場
所，否則將動用權力推翻州長
們的政令。不過有法律專家質
疑，總統無權強迫州長取消禁
令；輿論亦普遍擔憂鬆綁或誘
發新一輪群聚感染。分析指出

，宗教場所已成為一個 「
政治熱點 」 ，特朗普一

意孤行，實則欲藉此
穩固保守宗教派選民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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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1602148（96013死）

意大利 228658 （32616死）

法 國 182015 （28218死）

德 國 179776 （8256死）

土耳其 154500 （4276死）

伊 朗 133521 （7359死）

俄羅斯 335882 （3388死）

巴 西 330890 （21048死）

英 國 255544 （36475死）

西班牙 234824 （28628死）

來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外國確診人數（部分）

美1300確診退伍軍人服抗瘧藥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國會

山報》報道：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
22日發布一份文件顯示，美國退伍軍
人事務部（VA）已使用抗瘧疾藥羥氯
喹（簡稱奎寧），來治療1300名新冠
病毒患者。不過，英國醫學期刊《刺針
》一篇論文指出，這種抗瘧疾藥會增加
病患的死亡風險。

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退伍軍人事
務部已對超過1萬名染疫退伍軍人進行
治療，對其中約1300人開出奎寧處方
。此外，部門也向其他7500名患有風
濕性關節炎、狼瘡等其他疾病的患者提
供這種藥物。

退伍軍人事務部在回應質詢時表示

，並未受到白宮、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或
任何其他聯邦機構的壓力，並強調它們
致力於在疫情中挽救更多生命， 「為此
將使用一切可用方法和工具」 。部門將
繼續依照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
）的指引，為病患提供這種藥物。

舒默直指對這種情況 「深感不安」
，他了解到一項臨床試驗最早將於下周
在加州等地啟動。 「我們仍未知服藥的
1300人情況如何及下次試驗的具體情
況。」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這種藥對預防或
治療新冠肺炎幾乎沒有任何作用，《刺
針》22日晚亦發表研究指出，奎寧反而
可能令患者心律不整，增加死亡風險。

疫情扯下美人人平等的遮羞布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美國社會不平等加劇、人
權狀況惡化。自3月初以

來，美國政府將至少1000名
移民兒童在無人陪伴狀態下遣

送回墨西哥、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
都拉斯。由於不少孩子歸國無門，只能
在國境線附近收容所滯留，有的因疾病
而危在旦夕。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聲
明批評，美國這樣的做法會把這些兒童
置於 「缺少保護的嚴重威脅中」 ，並且
擔憂這些兒童因被懷疑在美國已感染新
冠病毒而可能遭到暴力和歧視。

除了兒童外，不少在美國護老院居
住的老人同樣是美國政客眼裏的累贅乃
至 「垃圾」 。美國一些州此前發布命令
讓當地護老機構為恢復期的新冠肺炎患
者提供床位，並且這些機構不得拒絕。
護老院已成美防疫 「黑洞」 ，目前全美
確診新冠肺炎的患者中的11%來自長期
護老機構，超過三分之一的死亡病例都
與護老院相關。

病毒攻擊不分種族國籍、貧
富貴賤，但美國政府應對疫情時
的資源分配卻分三六九等：那些
最脆弱、最需要幫助的人群正在
被放棄，甚至被犧牲，這其中除

了老人、兒童，還有窮人和少數族裔群
體。

事實上，這類群體疫情期間面臨的
困境，是美國社會數十年來根深蒂固的
種族主義、社會階層固化、貧富差距不
斷加大等社會矛盾和不平等現象的集中
顯現。近幾年來，這種矛盾在美國政客
們的操弄下，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日益加
劇。最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不但沒有得
到相應的支持，反而不斷被邊緣化，成
為政策制定者們的盲區，成為事實上被
遺棄的人群。

疫情之下，弱勢群體異常高的確診
和死亡數據，並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足
夠重視，仿若一切都沒有發生。這是因
為在其政治謀劃中，利益從來都是被擺
在最優先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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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不能撐特朗普拜登為失言致歉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

：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候選人
拜登早前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
暗指，支持總統特朗普的非裔美
國人 「不是黑人」 ，惹來批評。
拜登22日為失言道歉，說自己 「
不應如此輕率」 。

拜登21日接受電台節目 「早
餐俱樂部」 （Breakfast Club）
訪問，非裔電台主持人查拉曼質
疑拜登歷來在種族問題上的表現，並
問後者是否會選擇一位非裔女性擔任
副總統，拜登回應指多名黑人女性都
在考慮名單內。在查拉曼試圖提出更
多問題時，拜登稱， 「如果你仍猶豫

支持特朗普還是拜登，那麼你不是黑
人」 。

這一言論引發爭議，共和黨非裔
參議院史考特指，他對拜登的言論感
到 「震驚和驚訝」 ，特朗普競選顧問

皮爾森也批評相關言論 「種族主
義和不人道」 。拜登其後與全國
黑人商會通話時道歉，說自己不
應如此輕率， 「沒有人應因為種
族、宗教或背景而投票給任何政
黨」 ，並表示不會將非裔美國人
的選票視為理所當然。

美聯社分析，非裔選民突轉
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仍低。霍士
新聞一項民調顯示，只有14%非

裔美國人對特朗普有好感，84%黑人
對特朗普持負面看法。然而，越來越
多年輕黑人選民可能在11月大選時選
擇 「留在家中」 ，或令拜登緊張的競
選之路更加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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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右）21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 網絡圖片

▲紐約曼哈頓教堂21日重開，遵守社交隔離措施 法新社 ▲邁阿密一位神職人員在家直播彌撒活動 美聯社

爭保守選民支持 特朗普急開教堂
多州 烈反彈 憂新一輪群聚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