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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解封第一階段
（允許購物中心、餐廳、
電影院等重開，但不得超

過25%客容量）

5月18日解封第二階段
（酒吧、水上樂園等重開，
但不得超過25%客容量）

6月3日解封第三階段
（所有商家客容量提高至50%）

6月26日暫停解封
（所有酒吧重新關閉）

得州

兩候選人支持率比較

陽光帶三州每日新增確診及解封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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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不力 白宮謀甩鍋抹黑福奇
【大公報訊】綜合CNN、全國廣播公

司報道：美國多州新冠疫情近日急劇反彈
，而白宮正計劃把抗疫不力的矛頭，指向
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研究所長福奇，指責
他多次犯錯，包括在疫情初期制定的指引
，旨在削減福奇的可信度。

美國衞生及公共服務部助理部長吉魯
瓦爾（Brett Giroir）12日更是批評： 「福
奇在提出防疫建議時，未必會把整體國家
利益放在心上，他是從很狹隘的公共衞生
觀點看事情。」

白宮官員日前向多家傳媒發送清單，
細數福奇幾大罪狀，包括他過去所發表有
關疫情錯誤的言論，例如他1月稱新冠對美
國而言並非重大威脅，以及3月稱公眾外出
時不應戴口罩等。但清單並未提及福奇自4
月以來對疫情判斷愈加謹慎，並多次公開

與總統特朗普唱反調。在日前的國會聽證
會上，福奇承認美國疫情嚴峻，並警告如
此發展下去可能日增超過10萬人染疫。

福奇和特朗普近日關係不斷緊張。
特朗普堅稱確診數增加是因為檢測量增加
，並大讚美國抗疫做得 「很好」 ， 「99%
的病例都是無害」 ，以反駁福奇早前指美
國 「仍深陷第一波疫情中」 。福奇也在不
斷被邊緣化，他日前表示已有兩月未向特
朗普匯報過疫情，亦甚少在政府公開場合
上出現。美媒11日引述消息稱，白宮已把
福奇踢出抗疫小組。

據錫耶納學院6月進行的民調顯示，
67%受訪者表示相信福奇在疫情上的意見
，而相信特朗普的僅26%。有分析指，特
朗普政府希望將美國抗疫不力的罪責，怪
罪於福奇身上，並試圖詆毀他的名譽。

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拿下陽光
帶的佛羅里達州、亞利桑那州和得州；
這三州的州長皆為共和黨籍，在保持社
交距離和強制戴口罩等防疫政策上相對
寬鬆，早在4月底就相繼解除居家避疫。

佛州下月共和黨大會命運未卜
據報道，佛州12日單日新增1.53萬

宗確診，刷新美國單州新增紀錄，此前
的 「震中」 紐約州疫情巔峰期也不過日
增1.2萬例。據路透社分析，如果把佛州
當成一個國家，其12日的新增病例為全
球第四高，僅排在美國、巴西和印度之
後。另外，佛州的單日增幅已經超越任
何歐洲國家的單日最高紀錄。

CNN指出，佛州如今情況慘烈，與
共和黨籍的州長德桑蒂斯積極響應特朗
普的解封要求脫不了干係。佛州自5月
初開始重啟經濟，一股腦開放了購物中
心、餐廳堂食、零售商及海灘等。佛州
沃盧夏縣安全部門負責人曾形容，5月
底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假期時， 「該縣47
英里（約75.6公里）的海灘上，每一處
都擠滿了人。」

儘管佛州疫情自6月起開始惡化，
但德桑蒂斯仍然推進第二階段解封，允
許酒吧、電影院等重開，並將限聚令的
規模由10人放寬至50人。7月疫情進入
高峰期後，當局仍允許奧蘭多迪士尼樂
園11日重新開放。對於特朗普強推學校
重開，德桑蒂斯也立馬響應，宣布全州
中小學生將於8月返校復課。德桑蒂斯9
日曾表示， 「假如快餐店和沃爾瑪可以
重開，那麼學校也可以重開。」

另外，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已從北
卡州易址至佛州杰克遜維爾，預計下月
24日至27日召開。美國廣播公司報道，
特朗普競選團隊與 「特粉」 ，都對是否
值得冒染疫風險舉辦黨大會而充滿疑慮
，特朗普甚至有幕僚提議取消活動。

休斯敦或重演紐約市慘劇
佛州並不是唯一一個因解封太快而

自食苦果的州，在4月27日率先解封的
得州近來確診案例也不斷飆升，目前累
積26.5萬人染疫，為全美疫情第四嚴重
的州份。得州住院的新冠病人也自5月
26日以來翻了五番，目前已突破了1萬
人。另有休斯敦官員警告道，當地可能
重演紐約市3月至4月的慘劇。

相比於佛州、得州的慘況，曾經的
「震中」 紐約市11日則傳出了日增死亡

人數為零的好消息，整個紐約州當天也
只有5人病歿，這歸功於該州直到6月初
才謹慎分階段復工。

拜登得州支持率首超特朗普
《金融時報》指出，美國陽光帶三

州疫情惡化，這正改變11月總統大選的
格局。根據民調機構FiveThirtyEight的
預測，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在佛州和亞利
桑那州分別以6%與2.4%的優勢領先，
在共和黨傳統地盤得州，拜登的支持率
也在10日首次超過特朗普。

另有數據顯示，美國過去一周有8
個州份（只有一州不屬於南方）的新增死
亡人數打破此前紀錄，而它們基本都是
共和黨的地盤，大多應特朗普要求倉促
解封。CNN形容，特朗普4月及5月拚命
鼓吹重啟經濟，這一草率決定在大選前
四個月體現出惡果，將拖累他的選情。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金融時報》、CNN報道
：美國新冠疫情嚴峻，12日單日確診逼近6萬，重災區佛州12日
更是新增1.5萬宗病例，打破了美國單州日增確診的最高紀錄。
許多傳媒指出，美國南部多州（尤其佛州、得州及亞利桑那 「陽
光帶」 三州）疫情瀕失控，與率先響應總統特朗普重啟經濟活動
脫不了干係。隨着疫情數字越來越觸目驚心，特朗普失敗的防疫
措施的惡果也愈發明顯，選情也將迎來重擊。

美陽光帶疫情惡化 特朗普恐失票倉
倉促解封釀惡果 佛州單日暴增1.5萬宗

來源：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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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拜登 特朗普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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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解封第一階段
（允許餐廳、零售商、海灘等有限
度重開，不允許10人以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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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解封第二階段
（允許酒吧、電影院、其他娛樂設
施重開，允許50人以下的聚會）

6月下旬暫停解封
（多地關閉海灘、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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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解封第一階段
（允許零售業、理髮店
、餐廳堂食等開放）

5月13日解封第二階段
（允許泳池、健身房、水上

公園等有限度開放）

亞利桑那州 6月30日暫停解封
（重新關閉酒吧、健身房、電影院、水上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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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拜登 特朗普 46.3%

來源：FiveThirtyEight

部分地區解封過早
全國範圍內的統計數

字具有誤導性，原本的重
災區紐約州等地病例減少
，造成了疫情趨緩的假象
，促使美國開始解封，而
實際上一些州份的病例處
於上升的初始階段。另外
，得州、加州、佛州、亞
利桑那州等地未滿足美國
疾控中心的解封標準（病
例連續14天下降、檢測結
果低於5%呈陽性等）就
實施了解封。

戴口罩成政治問題
據皮尤研究中心調查

，共和黨人自稱佩戴口罩
的比例為49%，民主黨人
是83%。保守派甚至搬出
憲法，以個人自由、地方
自治等權利為由反對戴口
罩。特朗普此前也拒絕佩
戴口罩，而公共衞生官員
在疫情早期稱只有一線醫
護人員才需要戴口罩。直
到現在，美國也沒有在全
國層面頒布口罩強制令。

總統輕視民眾大意
普通民眾並未聽取衞

生部門的建議，解封後的
餐館、酒吧、公園海灘上
，不戴口罩的人摩肩接踵
，社交距離基本不存在。
加之總統淡化疫情的嚴重
性，嚴重削弱衞生部門警
示的有效性。

強推復課或加劇疫情
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

，特朗普仍公開對學校施
壓，要求秋季復課。他呼
籲疾控中心修改指引，降
低復課的難度，並威脅對
拒絕服從的學校切斷聯邦
資金。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指有關決定罔顧兒童健康
，批評教育部長德沃斯更
是疏忽職守。 來源：BBC

▲得州休斯敦醫護人員6日為搶救失
敗的病人蓋上毯子 美聯社

▼美國佛州迪士尼樂
園11日重開後，許
多遊客戴口罩入園

美聯社

◀美國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研究所長
福奇 法新社

美抗疫四宗罪

▲美國亞利桑那州檢測人員為疑似患者
做檢測 美聯社

疫情與選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過去一周，香港

的新冠疫情出現劇烈
反彈，每天都以數十
例的速度在增長，且
找不到源頭，香港疫
情面臨失控的危險。

有人形容，香港的疫情防控是 「起了一個
大早，趕了一個晚集」 。特區政府下一步
對疫情的應對，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9月份
立法會選舉結果。

綜觀全球，在疫情期間如期舉行大選
的周邊國家和地區至少有兩個：一個是韓
國，另一個是新加坡。韓國總統文在寅領
導的共同民主黨本來選情告急，疫情的出
現曾讓韓國捏了一把汗，但韓國在抗擊疫
情方面學習了中國的經驗，第一時間採取
大規模檢測和封城措施，結果讓疫情得到
了有效控制，之後舉行的國會大選，他所
在的執政黨贏得了國會60%的席位，出乎許

多觀察家的預料。
疫情是把雙刃劍，既能載舟也能覆舟

。剛剛結束的新加坡國會選舉則是另一個
鮮活的例子。雖然影響大選的因素有很多
，但疫情因素無疑是重要的考量指標。新
加坡在疫情初期的反應不可謂不迅速，但
是後來卻大意失荊州，特別是對馬來西亞
等國的外勞放鬆檢疫，成為防疫工作的巨
大漏洞，結果導致疫情在外勞宿舍集中爆
發。從最初寥寥的幾百例，發展到現在近
五萬例感染。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雖然此次
繼續贏得了執政地位，但人民行動黨的支
持率也接近60年來的新低，不能不說疫情
對這次選舉起了很大的減分作用。

11月3日的美國大選，將是對特朗普執
政能力的一次信任投票。在疫情下舉行大
選，能否做到及時投票以及如何統計大量
的郵寄選票，將直接考驗美國的工作效率
。也有人擔心，美國大選投票日有可能變

成 「投票周」 。
如果說特朗普四年前憑着花言巧語贏

得了搖擺州選民的支持，那麼這一次許多
人不得不睜大眼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
次大選不是雙方候選人能力的比拼，而是
選民對各自所代表的符號選擇。可以想見
，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基本盤難以動搖，最
後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間選民的站
邊。如果說在保護歷史遺產方面，特朗
普最近的強硬行動及演講贏得了許多白
人選民的內心支持，但在疫情方面，特
朗普的放任政策難以與此形成有效的對
沖。

新冠疫情出現之前，特朗普憑藉股市
屢創新高以及失業率創下歷史新低的兩項
戰績，本可以輕鬆贏得大選，但突如其來
的疫情徹底打亂了現有政治格局。特朗普
的 「躺贏」 卻變成了巨大未知數。特朗普
在抗擊疫情方面的屢屢失誤，將美國總統

的無能暴露於世人面前，特朗普對中國的
憤怒可想而知。除了甩鍋中國和世衞組織
之外，白宮最近又將矛頭指向國家傳染病
研究所所長福奇，這位科學界的不倒翁成
為被革職的替罪羊只是時間問題。

疫情與選情成了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沒有對疫情的控制，就談不上對選情的
樂觀預期。這幾個月來，世界上許多國家
對疫情的猶豫不決，表面上是民主決策的
體現，實質上是民主制度在突發事件面前
暴露的無法克服的弱點。疫情不同於其他
疾病，拖延的結果就是「鈍刀子割肉」。美
國近半年所走過的道路恰恰是最實的證明
。從復活節開始特朗普就嚷嚷復工，結果
三個月過去了，感染的人數不但沒有減少
，反而以每天近7萬的數字在增長，一些
州不得不重新封城。

剛剛過去的周末，香港反對派進行
了初選，正值香港疫情大爆發，無疑對

播毒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播毒不
是他們有意設計出來的，但客觀上將助
推疫情的擴散（就像美國獨立日慶典一
樣），會讓特區政府承受更大的抗疫壓
力。

病毒與時間賽跑，特區政府的抗疫決
策也需要與時間賽跑。在疫情面前的常態
思維讓西方社會吃盡了苦頭，按部就班的
後果一定是疫情的失控，這既是傳染病的
規律，也被西方社會反覆驗證。香港作為
資本主義社會的組成部分，在抗疫的政策
選擇上，香港沒有任何理由站到西方一邊
，相反內地的做法是香港值得認真學習的
榜樣。昨晚特區政府宣布引進
內地醫療機構參與病毒檢測工
作無疑是值得歡迎之舉，只有
做到應檢盡檢， 「與病毒共存
」 這句話才有科學依據，否則
就是拿人的生命作賭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