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強推紓困計劃 逼各州分攤救濟金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8日繞過國會簽
署行政令，延長部分過期的財政救助措施，宣
布失業者每周可領取400美元額外救濟金，但
其中25%需由州政府負擔。政令引發各州不滿
，多州政府早已面臨疫情造成的預算吃緊窘境
，無力負擔這筆費用。

新政令將為美國失業者提供每周400美元
的額外救濟金，直至12月6日，其中300美元
由聯邦政府提供，剩下的100美元由各州支付
。民主黨籍紐約州州長科莫稱這項計劃 「不可
能履行」 ；康涅狄格州州長拉蒙特表示，這筆
失業救濟金將需要該政府從現在到今年底撥出
5億美元，並直言特朗普的計劃 「不是好主意

」 。
目前，各界正密切關注政策後續，多名專

家接受CNN採訪時表示，關鍵在於有多少州可
以負擔得起這筆額外費用，如果州政府沒有資
金或不願與聯邦政府簽署協議，將造成當地失
業者零補貼的後果。特朗普9日改口稱，支付
多少將由各州自行決定。如果州長提出申請，
聯邦政府審查後或承擔全部400美元費用。

另外，未知特朗普是否有憲法權力藉由行
政命令延長聯邦失業救濟金。民主黨籍的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9日批評，特朗普 「繞過國會」
的做法 「荒謬、違憲」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
默亦認為，此舉不僅越過法律底線，對於嚴重
的經濟和健康危機來說也是杯水車薪。

美國兒科學會
和兒童醫院學會發
表報告稱，7月16
日至30日期間，美

國49個州、紐約市、
華盛頓特區、海外領地波

多黎各和關島共計新增97078名
兒童確診病例，增幅高達40%，令
疫情開始以來美國兒童病例總數達
到338982宗，佔全美病例總數的
8.8%。4月中旬時，這一比例僅為

2%。報告指，七成新增病例來自
南部和西部州份，尤其是加州
、佛州和亞利桑那州。

家長反對不安全復課
此前，特朗普多次公開宣揚 「兒

童幾乎對新冠免疫」 的謬論，並催促
學校全面復課，引起巨大爭議。近日
，全美已有至少數十個學區的學生、

家長和教師發起反對不安全復課的示
威活動。

《華盛頓郵報》10日報道稱，兒
童病例激增與學校逐步復課的時間脗
合，多間學校已出現群聚感染。佐治
亞州北波爾丁高中學生漢娜5日發布一
張大量學生復課後擠在走廊上的照片
，在網絡上瘋傳。儘管照片上多為背
影，但仍能看出不少學生未戴口罩。9
日，該校校長卡莫那寫信給當地社區
居民，承認過去一周該校已有至少9人
確診，包括6名學生和3名教職工。她
宣布3日剛復課的學校再次關閉，進行
消毒殺菌工作，其後是否復課尚待通
知。

卡莫那表示，一些密切接觸者的
檢測結果還需等待數日，因此不排除
病例進一步增加的可能性。她為停課
向全校師生及家長致歉，並表示： 「
在當前情況下，師生的平安健康優於

一切。」 諷刺的是，校方此前看到漢
娜上傳的照片時，第一反應是勒令她
停課5天，進行 「深刻反省」 。波爾丁
學區負責人奧特指責批評人士斷章取
義，利用漢娜的照片詆毀該地區為復
課做出的努力。

當地居民弗蘭克斯的兩個侄子都
在確診學生名單中，他們在學校內沒
有戴口罩，課堂上也沒有保持社交距
離。弗蘭克斯透露，校方不為學生和
教職工提供口罩，也不鼓勵師生戴口
罩。

兒童難逃長期後遺症
儘管目前看來兒童的新冠重症率

和死亡率都低於成人，但包括美國頂
級傳染病專家福奇在內的多名專家警
告，新冠仍對兒童構成顯著健康威脅
。美媒10日報道稱，與成人患者類似
，英國、美國等地均有兒童染疫後出

現長期後遺症與併發症。由於兒童症
狀多樣、病例數較少，醫學界至今難
以確定各種後遺症、併發症與新冠的
聯繫，令家長們不知所措。

14歲英國少女印第安娜3月出現
咳嗽症狀，隨後數月內都飽受疲勞等
症狀折磨，原本一周可進行16小時舞
蹈訓練的她，如今甚至無法長時間行
走。美國愛達荷州居民斯特凡尼克表
示，她的3個孩子5月底開始經歷了頭
痛、發燒、嗅覺味覺喪失等十餘種症
狀，目前根本不敢返校。另外，部分
兒童重症患者被診斷出罕見的小兒多
系統炎症綜合徵。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印第安娜
還是斯特凡尼克的孩子們，出現疑似
新冠症狀時都未能及時獲得檢測機會
。9日，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抨擊美國
檢測速度慢且分配不公，政府排擠專
業人士，導致疫情失控。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霍士
新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美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已突破500萬，不僅每百萬確診的增
速變快，兒童確診病例數也在攀升。一項最新
研究顯示，7月下半月美國新增近10萬名兒童染
疫，增幅高達40%，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學校
復課，將孩子們置於人群密集
的高危環境中。報告發表
正值美國政府力推復課，
進一步證實了總統特朗
普為首的政客宣揚的 「
兒 童 免 疫 論 」 之 荒
謬。

特朗普謬論破產 患兒飽受折磨怕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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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約翰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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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州部分小學5日復
課，孩子們戴上口罩
防疫 美聯社

▲猶他州教師7日舉行
示威，要求學校嚴格
防疫 美聯社

▲特朗普逼各州分攤失業救濟，引起州
政府不滿 美聯社

紐百日無本地新增
擬年底建旅遊氣泡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
、《印度斯坦時報》報道：截
至9日，新西蘭已經連續100天
未出現新冠肺炎本地新增病例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10日表示
，計劃年底前向同樣抗疫成功
的庫克群島開放邊境，建立 「
旅遊氣泡」 。但對於是否與最
初選定的夥伴澳洲建立 「旅遊
氣泡」 ，她仍持謹慎態度。

阿德恩表示，建立免隔離
的旅遊走廊是有可能的，因為
新西蘭和總人口不到2萬的庫克
群島都已成功控制疫情。她告
訴記者： 「我們預期年底前這
項措施就會到位。」 但她也表
示會謹慎以對，不會迅速採取
行動， 「大家最不想要的就是
重啟旅行後，因為
沒有適當措施而再
度關閉」 。

新西蘭政府所
採取的防疫措施效
果極佳，在國際社

會廣受讚賞。這個人口約500
萬的國家，累計只有1569人確
診，22人死亡，而且截至9日
已有100天沒有出現本地新增
病例。而庫克群島早在4月中就
宣布無病毒狀態。該國對 「旅
遊氣泡」 將帶來的經濟效益抱
有很高期望。據報道，疫情發
生前，庫克群島的遊客中有六
成來自新西蘭。

另一方面，印度新冠疫情
不斷惡化，本月1日至8日，7
天新增近40萬宗病例，平均每
日新增約5.7萬宗；而美國同時
段新增38.4萬宗，平均每日新
增5.48萬宗。印度現已超越美
國和巴西，成為全球日均新增
病例最多的國家。

▶新西蘭疫情受控，民
眾已能享受正常生活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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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卡申科連任白俄總統 習近平致電祝賀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新華

社報道：白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果10日
出爐，已執政26年的盧卡申科獲得逾
八成選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第六屆
任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0日致電
盧卡申科，祝賀他再次當選白俄羅斯
共和國總統。

習近平在賀電中指出，在盧卡申
科再次當選白俄羅斯共和國總統之際
，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並

以我個人的名義，向盧卡申科總統致
以熱烈的祝賀和良好的祝願。我高度
重視中白關係發展，願同盧卡申科總
統攜手努力，共同推進中白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開拓兩國各領域互利合作
新局面，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創造新福
祉。

白俄羅斯選舉委員會官員10日宣
布大選結果，盧卡申科以80.23%的得
票率碾壓反對派主力季哈諾夫斯卡婭

，贏得連任。然而，反對派拒絕接受
這一結果，他們指控盧卡申科操縱選
舉，要求其 「讓位」 。季哈諾夫斯卡
婭表示：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
到大多數人都支持我們。」 盧卡申科
則反擊稱，季哈諾夫斯卡婭是俄羅斯
的傀儡。

初步統計數據顯示，共有近579.9
萬選民參加投票，投票率為84.23%。
獨聯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列別傑夫10日

表示，獨聯體使團在觀摩選舉過程中
未發現有違選舉合法性的事實，選舉
有序進行，符合白俄羅斯法律。

9日晚的票站調查已表明盧卡申科
具有壓倒性優勢，反對派隨即在明斯
克、布列斯特等多地發起示威，白俄
政府則派出警察和內衛軍維持秩序。
白俄內政部發表聲明稱，警方已逮捕
約3000名參與非法集會人士，其中
1000人在明斯克被捕。

染疫死亡統計失真 英或改每周公布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英國廣播公

司報道：英格蘭公共衞生署統計的新冠死亡
病例數，日前被質疑有 「誇大」 之嫌，衞生
大臣夏國賢（Matt Hancock）下令檢討現
行統計方法，預料調查結論將於本周出爐。
英媒報道稱，英國政府可能不再每天通報官
方統計的病亡人數，改為每周通報一次。

英國是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國家之一
，9日新增確診病例超1000宗，創下6月以來

的單日最高增幅，累計確診病例數超過31萬
；官方公布的死亡病例超過4.6萬宗，位居
世界前列。上個月，英國暫停公布每日死亡
人數，英國政府也下令檢討未來通報方式。
政府消息人士近日告訴《每日電訊報》，建
議事項可能包括將現行的每天通報死亡人數
，改為每周通報。

此前有學者表示，每日統計數字可能包
括了其他原因導致的死亡人數。學者在網上

發文警告，英國政府衞生機構計算數據的方
式可能失真，有些染疫患者已成功治愈，但
假設其中有人在3個月後因心臟病發而亡或
被公車撞死，卻仍會被計入染疫死亡名單。
這些學者認為，這些原因導致英國的染疫死
亡人數每天變化很大。

相比之下，蘇格蘭地區採取了不同的統
計方法，規定病例從確診到死亡一旦超過28
天，就自動不計入染疫死亡統計。

▲盧卡申科以壓倒性優勢再度當選白俄羅斯總統
美聯社

復課有風險 美兩周十萬兒童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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