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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即将进入
春季， 天气回暖， 风和日丽， 正
是旅游的好季节。

往年这个时候， 在澳大利亚
悉尼经营旅行社的何清远格外忙
碌 ， 要为即将到来的旺季做准
备， 但今年遭遇新冠疫情， 一切
都不一样了。

“第二波疫情令旅游业再受
打击， 感觉明年6月之前都没有
恢复的希望。” 何清远告诉记者。

旅游业是澳大利亚支柱产业
之 一 ， 2018 -2019财 年 （截 至
2019年6月） 收入608亿澳元 （1
澳元约合0.7美元）， 占国内生产
总值3.1%。 旅游业相关就业人数
超过66万， 占澳大利亚总就业人
数5.2%。

新冠疫情的暴发让旅游业遭
受重创。 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
示， 在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的
财政年度里， 海外短期访客人数
比上财年下降27.9%， 创下6年来
新低。

“在今年2月新冠疫情影响
开始显现前， 海外短期访客人数
保持逐月增加态势。 3月更严格
的出入境限制措施出台后， 海外

短期访客人数下降惊人。” 澳大
利亚统计局移民统计主管珍妮·
多巴克说。

雪上加霜的是， 6月底第二
波疫情突如其来且愈演愈烈， 作
为疫情 “震中” 的第二大城市墨
尔本管控措施升级， 各州也纷纷
维持原本有望放开的出入限制。
这让原本寄希望于国内市场恢复
以抵消国际市场损失的旅游业希
望再次破灭。 加之中小规模从业
者在行业中占大多数， 面对艰难
的市场环境 ， 不少企业通过减
薪、 裁员以降低成本维持运营，
一些企业不堪重负宣告破产。

根据最新数据， 澳大利亚旅
游 业 在 今 年 4月 和 5月 萎 缩 了
87%， 损失达118亿澳元 ， 其中
国内旅行总支出从去年同期的
135亿澳元下降到17亿澳元。

澳大利亚旅游业委员会执行
总裁西蒙·韦斯塔韦表示 ， 该
机构成员中 ， 近九成小型企业
都在依靠政府工资补贴计划维持
运营。

在澳大利亚旅游胜地大堡礁
提供潜水相关服务的保罗告诉记
者， 目前他的生意只有正常情况

下的30%甚至更少。 “如果各州
之间放开出入限制， 估计还能增
加一些客源， 但即便如此也跟疫
情暴发前无法相比。”

在墨尔本经营一家大型旅行
社的詹姆斯打算下个月关闭所有
门店， 只留一间办公室。 “按照
现在的管控措施， 9月13日之前
我们都不能营业， 之后怎么样还
不知道， 而且房租没减免、 贷款
还要还， 想想就头痛。”

目前， 澳大利亚旅游业委员
会等机构已经开始游说政府， 希
望各州能够尽快放开出入限制措
施， 加大对区域内旅游的扶持，
同时在就业等方面继续予以政策
支持。

不少人也开始寻求新的出
路。 詹姆斯暂时放弃了主业， 改
行做瓜果蔬菜团购。 何清远也关
闭 了 昆 士 兰 州 的 办 事 处 ， 利
用 以 前运营车队的经验 ， 开展
房车、 特色小团体游或是本地用
车等服务。

“希望能尽快研发出疫苗，
把疫情控制住， 但这不太可能短
期内实现。” 他说。

据新华社

疫情冲击下澳大利亚旅游业苦苦挣扎

新华社电 在美国共和党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 特朗普竞
选团队23日公布以 “为你而战 ”
为 主 题 的 特 朗 普 第 二 任 期 施
政 愿 景 ， 强 调 增 加 就 业 及 减
税 、 今 年 年 底 前 研 制 出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 推 行 强 硬 的 移 民
政策及 “美国优先 ” 的外交政
策等。

就业方面， 愿景承诺将在10
个月内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
以减税方式鼓励企业将 就 业 岗
位 留 在 美 国 本 土 ， 推 行 旨 在
保护美国就业岗位的 “公平贸
易协议”。

疫情应对方面， 愿景称将在
今年年底前研制出新冠病毒疫
苗， 让美国人在2021年回归正常
生活， 医护工作者所需关键药物
及医疗设备全部在美国生产， 填
充医疗设备国家储备以应对未来
大流行病。

移民政策方面， 愿景称将禁
止非法移民享受以美国人纳税款
支持的福利、 医保和免费大学教
育， 禁止美国公司以 “廉价外国

劳动力” 取代本国劳动力， 要求
新移民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等。

科技创新方面， 愿景称将在
月球建立永久性载人实验站并第
一个实现将人类送上火星， 在提
供清洁水和空气方面 “继续引领
世界” 等。

愿景在外交领域强调 “美国
优先”， 称将停止战争并将军队
撤回美国， 要求美国盟友 “缴纳
应付款项”， 保持并扩张美国军
力， “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威胁伤
害美国人的恐怖主义者”， 建立
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及导弹
防御体系。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4
日至27日举行。 大会将提名寻求
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
彭斯为2020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
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已于本
月17日至20日召开， 大会提名美
国 前 副 总 统 拜 登 和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联邦参议员哈里斯为2020
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
候选人。

竞选团队公布特朗普第二任期施政愿景

新华社电 俄罗斯军工企业
金刚石-安泰公司董事长弗拉德
科夫23日在莫斯科透露， 该公司
研制的 “无风-1” 及 “道尔-
M2DT” 这两种新型防空导弹系
统即将装备俄军， 升级改造后的
“口径” 巡航导弹系统近期也将
交付俄国防订购单位。

俄新社23日援引弗拉德科夫
的话报道， 俄海军11356型护卫
舰将配备金刚石-安泰公司研制
的“无风-1”防空导弹系统。 该系
统使用垂直发射装置， 快速逐个
发射防空导弹， 在装有该系统的
护卫舰周围形成环形防御圈，能
拦截所有类型的空中目标。 在以
低空模式攻击时 ， “无风-1”
系统能打击敌方水面目标。

弗拉德科夫介绍说 ， 金刚
石-安泰公司研制的 “道尔-
M2DT” 防空导弹系统专门用于
在北极地区作战， 能抵御最低零

下50摄氏度低温， 将在不久后装
备 俄 诸 兵 种 合 成 部 队 和 海 军
岸防兵。

弗拉德科夫说， “口径” 巡
航导弹系统已由金 刚 石 -安 泰
公 司 的 研 发 人 员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它 能 由 不 同 作 战 平 台 发
射 。 据 塔 斯 社 此 前 报 道 ， 自
2015年俄导弹舰首次在实战中使
用 “口径” 导弹系统后， 俄科研
单位已研制出了供潜艇和飞机使
用的该导弹系统发射平台。 俄国
防部长绍伊古2019年2月还布置
了研制陆基 “口径” 导弹系统的
任务。

弗拉德科夫还透露 ， 金刚
石-安泰公司不久前研制出了数
种军用无人机以及能搜寻并与敌
方无人机作战的装备。 这些无人
机及相关装备将于近期和升级版
“口径” 导弹系统一同交付给俄
国防订购单位。

俄罗斯军方将接收3种新型导弹系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去年11
月打破累计在任时长纪录后， 24
日又打破连续在任时长纪录， 成
为无可争议的日本史上 “最长
命” 首相。 然而最新民调显示，
安倍内阁支持率继续低迷。

日本舆论认为， 安倍能长期
执政， 主因是他能领导自民党在
历次国政选举中屡战屡胜 。 不
过， 这位 “长命” 首相尚未留下
太多政治遗产， 近来还因应对新
冠疫情不力等问题备受批评， 未
来他将如何谢幕充满悬念。

连续执政创纪录
截至24日， 安倍自2012年底

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连续在任时
间已达2799天， 超过前首相佐藤
荣作保持的 2798天的纪录 。 此
前， 安倍已于去年11月超过战前
首相桂太郎， 成为日本历史上累
计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在安倍本次执政之前的6年
里， 日本换了6位首相。 日本媒
体认为， 安倍第二次上台后能够

长期执政， “原动力” 是其选举
成绩。

2012年9月安倍当选自民党
总裁后， 带领自民党赢得当年12
月的国会众议院选举， 从当时的
民主党手中夺回了3年前失去的
政权。 此后， 安倍领导自民党在
国政选举中连战连捷， 赢得3次
众议院选举和3次参议院选举的
全部胜利， 这使得自民党内觊觎
首相职位的对手难以对他构成实
质性挑战。

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能在选举
中连续获胜， 除了选举策略因素
外 ， 在野党实力太弱是一大原
因。 2009年以 “政权更迭” 之名
上台的民主党执政成绩不佳， 让
选民极度失望从而重新选择自民
党。 此后， 民主党与其他在野党
不断分裂重组， 导致在野势力进
一步弱化。

政治遗产有点少
尽管安倍拿到了 “最长命首

相” 的头衔， 但日本舆论对他政

绩的评价却是 “没有什么拿得出
手的政治遗产”。

内政方面， 安倍最大的夙愿
是修改和平宪法， 摆脱 “战后体
制”。 虽然他在为日本军事松绑
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如修改 “武
器出口三原则”、 解禁集体自卫
权、 通过安保相关法案等， 但在
修宪方面进展有限， 也没有得到
国民的广泛支持。

经济方面， 安倍实施宽松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 推行 “安倍经
济学”，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日本经济， 但随着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抬头 ， 全球化遭遇寒
流， 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受到打
击， 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又使日
本经济雪上加霜。

外交方面， 安倍一度大力开
展对俄外交， 试图解决领土争议
并签订日俄和平条约。 他还曾试
图打破日朝关系僵局， 解决所谓
“绑架” 问题。 但这些努力均未
取得实际成果。

原定于今年举办的东京奥运

会本可成为安倍的一大政绩， 但
受新冠疫情影响， 东京奥运会已
被推迟到明年， 而最终能否举办
仍是未知数。

安倍在长期执政中也引发了
不少争议， 强推 《特定秘密保护
法案 》 、 安保相关法案 、 “共
谋罪” 法案等遭到民众反对， 森
友和加计学园、 “赏樱会” 等一
系列丑闻也使安倍政权面对强烈
质疑。

如何谢幕悬念多
今年5月， 因应对新冠疫情

不力等原因， 安倍内阁支持率在
部分民调中一度跌破30%的危险
线， 此后一直 “低空飞行”。 鉴
于当前日本疫情进入第二波高
峰， 暂时看不到缓解迹象， 安倍
支持率短期内恐难有大幅回升。

身体状况也是近期困扰安倍
的一个大问题。 他在本月17日、
24日连续两次到医院检查身体 ，
再加上此前各种迹象， 日本舆论
普遍猜测安倍身体状况出了问

题。 由于安倍第一次任首相时就
是因宿疾恶化而突然辞职， 他的
健康近况成为日本政坛密切关注
焦点。

安倍的第三个自民党总裁任
期将于明年9月结束， 党内原本
有 支 持 修 改 党 规 让 安 倍 “ 四
选 ” 的声音 ， 但日媒认为 ， 安
倍的健康问题使这种可能性基本
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 安倍将以
何种方式 “谢幕” 成为舆论关注
焦点。

分析人士认为， 安倍即使不
寻求连任， 也会做好安排以保持
对继任者的影响力。 安倍可能选
择的 “接班人” 包括自民党政务
调查会长岸田文雄、 日本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等。 但民调显示，
目前自民党内最受民众欢迎的下
任首相人选是安倍的 “对头 ”、
前干事长石破茂。 此外， 防卫大
臣河野太郎、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等党内政要均可能参与角逐安倍
“接班人” 之位。

据新华社

任期再创纪录难掩安倍执政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