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1日在俄国防部扩大会议上发表
讲话说， 俄将继续系统地推进武
装力量发展， 即便西方国家给予
俄正式的安全保证也不可信。

普京说， 美国和北约在俄边
境附近集结军队， 举行大规模演
习， 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俄方已
向美方提交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
草案， 但即便得到正式合法的安
全保证也不完全可信， 因为当美
国出于某种原因对某项国际条约
不感兴趣时， 就会随心所欲地退
出， 就像他们退出 《反导条约》

和 《开放天空条约》 一样。
普京强调， 如果美国和北约

继续执行侵略路线， 俄方将采取
对等军事技术措施， 对那些不友
好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 俄方完
全有权采取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
主权的行动 。 俄方反对流血冲
突， 希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
问题。

普京说，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
下 ， 俄应继续有计划地 、 渐进
地、 系统地推动武装力量发展，
其中包括最新版 《俄联邦国家安
全战略》 中确定的优先事项。

普京：俄罗斯将继续系统推进武装力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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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21年岁末， 新冠疫情
这场百年未遇的全球重大公共卫
生危机依然复杂严峻。

回首这一年， 大规模疫苗接
种助力世界阻击疫情， 但病毒频
繁变异， 变异毒株德尔塔和奥密
克戎先后袭来， 发展中国家尤其
最不发达国家深陷 “免疫鸿沟”，
个别西方国家将病毒溯源政治化
制造分裂， 全球抗疫之路充满波
折。

全球疫情之反复不断告诫世
人， 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 。 只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
作 ， 解决好疫苗产能和分配问
题， 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持续深入
推进疫苗接种， 同时坚持科学施
策 ， 统筹药物和非药物干预措
施， 摒弃零和思维和政治偏见，
人类终将共同赢得这场与新冠病
毒的持久战。

战疫进入艰难相持期
过去一年里， 全球疫情起伏

反复， 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战斗处
于艰难相持阶段。 世界卫生组织
数据显示， 截至21日， 全球新冠
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7亿例 ， 较
年初增长约1.9亿例 ； 累计死亡
逾530万例， 较年初增长约350万
例。

从世界卫生组织绘制的每周
疫情曲线图可看到， 全球每周新
增病例数在2月中下旬降至240万
例的年度最低点后迅速反弹， 于
4月底5月初达到570万例的最高
点； 然后连续下降近两个月， 于
6月中旬降至250万例后， 再次连
续两个月上升， 于8月中下旬达
到450万例的新峰值； 此后疫情
再次开始缓和， 于10月中旬降至
270万例的低值后再次反弹。 全
球每周新增死亡病例数曲线大致
相似， 但时间上稍稍滞后。

从国家和地区层面看， 美国
已在相当长时间内在确诊和死亡
病例两项数据方面高居全球之
首 ， 累计确诊病例已超 5000万
例， 累计死亡病例已超80万例。
在遭遇疫情一波又一波的沉重打

击后 ， 美国今冬抗疫形势依然
严峻 。 事实证明 ， 美国这个世
界上最富有 、 最发达 、 医疗资
源最丰富的国家没能通过疫情
“压力测试”。

由于冬季来临 ， 变异毒株
奥密克戎来袭， 加上过早解封、
疫苗接种不足等问题 ， 欧洲自
11月以来再次成为全球疫情的
“震中”， 多个国家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居高不下 。 受到奥密克
戎扩散和疫苗接种不足影响 ，
非洲地区近期遭遇第四波新冠
疫情 。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 ， 截
至19日的一周 ， 非洲地区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5.6万例， 较
前一周飙升53%， 形势十分严
峻。

全球疫情反复促反思
回顾这一年， 年初不少人还

过度乐观地认为， 随着疫苗大规
模投入使用， 新冠大流行趋于结
束。 但现在面对新的变异毒株接
二连三地出现， 疫苗也不再被视
为 “万能药”。

复盘看， 有一些国家明显低
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与危害， 防
控措施形同虚设， 同时全球公共
卫生体系的一些薄弱环节暴露无
遗。 正如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10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所言， 新冠大
流行暴露了一个不平等、 分裂和
不负责任的 “破碎” 世界。

首先，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负
责任地 “躺平”， 在疫情尚未出
现实质性好转时在全世界带头以
不同形式 “与病毒共存”。 在美
国， 抗疫问题被政治化， 相关防
疫措施要么被延迟 ， 要么被搁
置， 执行了的也往往打折扣。 疫
苗接种率不够高， 病毒传播尚无
法被有效阻断。 随着新冠病例越
来越多， 病毒变异的机会随之增
加。 目前， 德尔塔已成为大部分
地区流行的主要毒株， 奥密克戎
毒株首次确认后不到两个月， 已
迅速蔓延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 还有阿尔法、 贝塔、 伽马
3种毒株被世卫组织列为 “需要

关注”。
其次， 全球新冠疫苗分配呈

两极化， 疫苗分配不公暴露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短板。 疫苗是
终结大流行的重要武器， 只有构
建起全人群免疫屏障， 才能有效
遏制病毒传播。 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年初指出， 疫苗公平是人
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道德考
验。 然而随着疫苗接种推进， 发
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接种不平衡
问题却更加突出。 英国牛津大学
“用数据看世界” 网站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0日， 全球累计接种新
冠疫苗87亿剂次 ， 全球有56.8%
的人口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而低
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仅为7.6%。 一
些发达国家奉行 “疫苗民族主
义”， 不仅囤积过剩疫苗， 而且
连承诺的疫苗援助也未完全兑
现。 截至11月25日， 美国仅交付
了其向国际社会承诺提供疫苗剂
量的25%。

第三， 一些国家过早放松防
控措施， 在疫情反弹时防疫又慢
半拍。 限制措施反反复复， 导致
疫情难以遏制 ， 民众也出现了
“抗疫疲劳”。 古特雷斯曾在11月
1日全球新冠死亡病例数超过500
万例时直言， 许多地区的抗疫行
动是失败的， “如果认为大流行
已经结束， 那就错了。 随着许多

地方放松限制措施， 我们必须加
大疫苗接种力度 ， 同时保持警
惕， 包括采取明智、 得到验证的
公共卫生措施， 例如戴口罩和保
持社交距离”。

第四， 个别国家破坏和干扰
全球抗疫大局的行为带来恶果。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复杂的
科学问题， 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
学家合作开展研究。 但美国动用
情报部门炮制所谓新冠病毒溯源
报告， 将溯源政治化， 将自身抗
疫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 疫情暴
发以来， 美政客种种违反科学、
破坏团结的政治操弄， 成为全球
团结抗疫的最大 “毒瘤”。

团结合作是人间正道
如果将来人们要评价2021年

全球抗疫的最大成就， 那一定是
新冠疫苗的大范围推广使用。

全球科研人员分秒必争， 创
下疫苗研发速度新纪录， 世卫组
织和各国监管机构也快马加鞭快
速审批。 迄今， 已有辉瑞、 阿斯
利康 、 强生 、 莫德纳 、 中国国
药、 科兴、 印度血清研究所等生
产的多款新冠疫苗被世卫组织纳
入紧急使用清单。

必须指出的是， 多边机制在
全球疫苗分配中发挥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 由世卫组织、 流行病防

范创新联盟、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共同领导的 “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 旨在确保所有参与国家和经
济体能公平获得疫苗。 官方数据
显示， 截至12月21日， “新冠疫
苗实施计划” 已向全球144个参
与方出货疫苗超过7.92亿剂。 中
国加入并支持 “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 迄今已向该计划供应超过
7000万剂疫苗， 并捐赠1亿美元。

新冠药物方面也陆续传来好
消息。 11月初， 全球首个抗新冠
口服药莫那比拉韦在英国率先获
批； 12月中旬， 另一款新冠口服
药PAXLOVID由欧洲药品管理局
建议紧急使用。 中国首个新冠抗
体药物已获批上市， 还有多款新
冠药物正在开展临床试验， 初步
显示积极疗效。

得益于大规模疫苗接种以及
更多药物进入临床治疗等 “组合
拳”， 多国新冠重症率和病亡率
显著下降。

病毒无国界。 疫情面前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团
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关键时刻， 中国以实际行动
作出表率。 中国迄今已向120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20亿剂
疫苗， 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
总量的三分之一， 成为对外提供
疫苗最多的国家。 中国还同30多
个国家发起 “一带一路” 疫苗合
作伙伴关系倡议， 同19个发展中
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生产。 一支支
中国疫苗跨越山海， 为许多发展
中国家解了燃眉之急， 为全球抗
疫贡献了中国力量。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
的武器。 要在与病毒的持久战中
获胜， 各国科研人员还需要在流
行病学调查、 临床治疗、 药物研
发、 新一代多价疫苗研发、 变异
毒株特性研究等领域携手攻关，
力求取得更多惠及全人类的突破
性成果。 与此同时， 各国应摒弃
偏见， 携手而行， 坚持和维护真
正的多边主义， 方能应对不断出
现的疫情新挑战， 共同交出抗疫
“大考” 的合格答卷。 据新华社

抗疫2021———波折与希望交织的一年

近日， 以色列新冠疫情明显
反弹 ， 21日报告的奥密克戎 毒
株 感 染 病 例 翻 倍 ， 单 日 新 冠
确诊病例数升至两个月以来的新
高。 为遏制疫情反弹、 防控奥密
克 戎 毒 株 扩 散 ， 以 色 列 对 外
加 强 出 入 境 防 疫 管 控 ， 对 内
多管齐下控制疫情， 并计划为
本国特定人群接种第四剂新冠疫
苗。

据以色列卫生部21日公布的
数据， 过去24小时感染奥密克戎
毒株的病例数翻倍， 目前累计感
染人数已增至341人， 其中234名
感染者为从境外抵达人员。

此外， 以色列目前还有807
例高度疑似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 例 ， 正 在 等 待 检 测 结 果 。
另 据 以 色 列 媒 体 21 日 报 道 ，
该国20日出现首例感染奥密克戎
死亡病例 ， 为一名60多岁的老
人。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19日在全
国电视会议上说， 随着奥密克戎
毒株感染病例的增加， 第五波新
冠疫情已经在以色列暴发。 贝内

特21日在内阁会议上指出， 以色
列的奥密克戎感染人数很快会大
幅增加， “这不是夸张”。

以色列11月26日报告该国首
例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 为遏
制奥密克戎毒株传播， 以色列出
台一系列措施 ， 加强出入境管
理。 从11月29日凌晨起， 以色列
开始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 目前
禁令延长至本月29日， 并可能继
续延长。

同时， 以色列还将50多个国
家列为 “红色” 高风险国家， 禁
止本国公民前往。 12月21日， 以
色列议会批准将美国、 加拿大、
土耳其等10个国家加入 “红色”
国家名单， 该禁令从21日午夜开
始生效。

以色列政府21日举行 “新冠
应对会议”， 决定在公共场所实
施 “紫丝带” 疫情防控计划。 该
计划要求民众进入商场时， 必须
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或者新冠康复
证明———绿码， 商场内每15平方
米只允许有一名顾客； 商场大排
档将禁止堂食， 只向持有绿码人

士提供外卖服务。
以政府同时强化了学校的疫

情防控。 在疫情严重的 “红色”
和 “橙色” 地区， 如果一个班级
的学生接种疫苗人数低于七成，
学生须居家接受远程教学 。 另
外， 50%的政府以及公共服务部
门员工须居家办公， 鼓励所有私
营企业员工居家办公。

以色列还计划为本国特定人
群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 以色列
医疗专家委员会21日批准为60岁
以上人群和医务人员接种第四剂
新冠疫苗。

以色列媒体报道， 接种第四
剂疫苗者需距离第三剂疫苗4个
月以上， 预计第四剂疫苗接种工
作将在几天之内开始。

据以色列卫生部数据， 截至
12月21日， 以色列累计确诊新冠
病例约136万例， 累计死亡8232
例。 目前， 该国930万人口中有
约647万人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约585万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
约417万人接种了疫苗加强针 。

据新华社

以色列严防奥密克戎
拟为特定人群接种第四剂疫苗

医务人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一家医院的新冠隔离区对患者进行治
疗 （2021年12月3日）。

日媒：日美就增加分摊驻日美军费用达成一致
新华社电 据共同社21日报

道， 日本与美国当天就未来5年
驻日美军经费分摊问题达成一
致 。 双方决定 ， 2022至2026财
年 ， 日 本 需 承 担 的 驻 日 美 军
经费为 1.0551万亿日元 （约合
92.78亿美元）， 较2016至2020财
年增加750亿日元 （约合6.6亿美
元）。

报道说， 增加的费用将主要

用于提高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协
同作战能力、 购买共同训练使用
的新军事系统以及驻日美军基地
设施维护。

此次的驻日美军 “保护费”
已不仅限于日本本土。 共同社报
道称， 为减轻驻日美军对冲绳造
成的负担， 如果美军移至关岛进
行的训练改在阿拉斯加实施， 日
本也将负担相关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