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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全市：多云。
市区：多云，东北风 2-3级，气温 15～26℃。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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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月 28日致电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
多迪克，就多迪克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祝他早日康复，并祝愿波
黑人民早日战胜疫情。

习近平向波黑主席团
轮值主席多迪克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 27 日纪念
首个防范流行病国际日。联合国及
相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当天发表视频
讲话指出，国际社会要认真从新冠
疫情中吸取教训，加大对流行病防
备工作的投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
的突发卫生事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
频讲话强调，建设强有力的卫生系统

以及加强社会保护和各国之间技术
合作十分必要。他说：“在国家内部
和国家之间，团结与协调至关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
视频讲话中强调了重视“整体健康”
的重要性。谭德塞敦促各国加大投
入，以预防、发现紧急情况并减轻其
后果。他重申建立强大的基层卫生
系统的重要性。

联合国纪念首个防范流行病国际日

据新华社电 韩国政府 28 日宣
布大幅强化入境检疫措施和针对隔
离人员的病毒检测，以防在英国等
地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输入境内。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长
郑银敬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为防止在英国等地出现的变异病毒
进入韩国境内，政府将加强针对所
有入境人员的检疫措施。郑银敬

说，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凡是来
自英国、南非的人员入境时必须提
交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截至 2021 年
1 月 17 日暂停受理所有自英国、南
非入境人员的免除隔离申请。

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官员尹泰皓当
天宣布，除个别疫情风险极低的国家
外，韩国政府将针对全球大部分国家的
入境隔离人员增加病毒检测次数。

韩国大幅强化入境检疫
以应对变异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电 伊通社报道，伊朗
司法机构 27 日将涉嫌参与暗杀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
挥官苏莱曼尼的美国人名单增至
48人。

报道援引苏莱曼尼遇难周年纪
念委员会发言人阿米尔－阿卜杜拉
希安的话说，根据伊朗司法机构的
信息，迄今已有 6 个国家从伊朗获

得了这些人的拘捕令，他希望在“不
久的将来”这些人能受到审判。

他说，对暗杀苏莱曼尼实施“严
厉报复”仍在伊朗的议程中。

今年 1月 3日，苏莱曼尼在伊拉
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身
亡。伊朗随后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逮
捕涉嫌参与暗杀苏莱曼尼的 36名美
国官员，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

伊朗将涉嫌参与暗杀
苏莱曼尼的美国人名单增至48人

几经波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当地时间 27 日晚终于签署总额
约 2.3 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法案，
其中包括旨在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
造成伤害的 9000 亿美元纾困资金。
此前，特朗普曾以计划给予民众补贴
不够等理由，拒绝签署该法案。

分析人士认为，新一轮纾困计划
出台不足以弥合疫情蔓延给美国经
济和民众带来的伤害，更无法根本解

决疫情造成长期失业人口上升、贫富
差距扩大等问题。

美国国会两党 20 日宣布就新一
轮纾困方案达成一致时，外界已普遍
认为时机已为时过晚，而特朗普拒绝
签署更让法案一度面临“难产”。

今年 3 月，美国国会曾通过总额
约 2.2 万亿美元的纾困法案。此后，
两党对新一轮经济纾困计划存在较
大分歧，加之对 11 月总统选举的政

治考量，双方都不愿过早让步，由此
陷入长达半年的谈判僵局。

与此同时，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疫情防控愈
加艰难。特别是 11月以来，美国疫情
持续恶化，多项核心指标居高不下，
进入自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严重阶段，
多地医疗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受疫情持续蔓延和部分政府援助
计划到期影响，美国经济难以维系第三

季度的反弹速度，近期申请失业救济和
陷入贫困的人口数量再度上升，关门歇
业的小企业数量继续增加。经济学家普
遍担心，美国经济或将陷入“双底衰退”。

最新纾困计划把针对失业人口
的额外补助金延长至明年 3 月，试图
通过短期财政支持帮助家庭和企业

“越冬”。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主席鲍威尔和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等
人均警告，由于疫苗效果仍存不确
定性，美国社会经济生活回归正轨可
能会迟至 2021 年第二季度末，甚至
更晚。 （据新华社电）

迟到的美国纾困计划难以挽回疫情伤害

新年前夕放眼世界，疫情还在肆
虐，经济持续低迷，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逆流依然横行……全球面临的诸
多挑战，并不会随 2020 年日历最后
一页的翻过而消失。

科学处置疫情，理性应对分歧，
完善全球治理，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
识和企盼；全球抗疫的同心、复苏经
济的信心、多边合作的决心，正在点
亮新年的曙光。丢弃歧视、偏见、冲
突的旧思维，迎接平等、对话、合作的
新理念，是 2020 年的启示，更是对
2021年的瞩望。

新突破开辟战疫新愿景新突破开辟战疫新愿景

12 月 14日，美国纽约的护士桑德
拉·琳赛成为全美第一个新冠疫苗接
种者。彼时，这场世纪疫情已在全球
夺去超 160万人的生命。早日战胜疫
情是新年里全世界更加迫切的愿景。

新的一年，疫苗担当破疫之剑。
疫情之下，科学界争分夺秒，从“破

译”病毒到病毒检测再到药物疫苗研
发，全世界多方合力跑出史上新速度。
据世卫组织数据，截至 12月 2日，全球
共有 214款新冠疫苗处于研发中。临
近岁末，多款疫苗获批使用，多国启动
疫苗接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人们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芒”。

新的一年，科学仍是战疫之本。
随着疫情演变，各国防控观念在

转变。从反口罩到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从信奉“群体免疫”到隔离病
例、必要时“封城”，从抗拒“居家令”
到逐渐习惯“云上”生活新常态，各国
各地区逐渐形成科学防疫体系，公众
对病毒的科学认知不断加深，全球战
疫的基石新年里将更加牢固。

新的一年，团结方为抗疫之策。
疫情暴发以来，生命至上的价值

理念促国际社会守望相助，从世界卫
生大会到全球疫苗峰会，从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到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国际社
会致力于构筑知识、经验和资源共享
的全球战疫联合防线。经此一役，人
类对命运与共的理解更深，团结合作
的力量新一年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新动能催生复苏新机遇新动能催生复苏新机遇

12 月 24日，德国柏林街头冷清，
零售商没有等来火热的圣诞假日购物
季。停航停运、停工停产、破产失业、
供应断链、股市熔断……病毒抵达之
处，经济活动骤冷。世界经济正经历
20世纪 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
衰退。但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世
界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本·梅认为，新一
年“世界经济的新生机”值得期待。

新的一年，经济有望企稳向好。
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成为政策共识，各国规模空前的财

政货币刺激计划创造新机遇，为民生
就业构建防波堤，避免更大危机的出
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1
年世界经济将迎来修复性增长，出现
5.2%的强劲反弹。

新的一年，数字转型更将加快。
疫情中数字空间全球化进程明

显加快。全球非接触、非集聚性生产
方式和商业模式迎来新爆点。各国
政府加大投入，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
转型。《经济学人》指出，新生产模式
和新技术的应用让疫情后世界可能
迎来久违的劳动生产率提升。

新的一年，中国动能备受期待。
中国成为 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 年
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以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中国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希望。

新共识开启治理新征途新共识开启治理新征途

2020 年，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
交织，危机与乱象共生。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逆流冲击国际合作，个别大
国唯我独尊，散播政治病毒，煽动冲
突对抗，毒化多边体系。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呼吁，面对新冠疫情暴露
出的全球治理问题，各国应立即行动
起来，“我们别无选择”。人们希望，
新的一年，经历危机洗礼的国际社

会，带着对命运与共的更深刻认知，
能够开启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和完善
全球治理的新征途。

新的一年，期待以多边协商更多
化解阻力。

人们希望，有关国家改变对国际
机制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错误做法，
真正通过多边协商来化解分歧和阻
力。人们也希望各方进一步凝聚共
识，以实际行动坚持多边主义，加强
和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
体系，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
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合作应对
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新的一年，期待以开放合作更多
创造活力。

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为数不多
的亮点，无一例外闪烁着开放合作的
智慧。人们希望各方进一步凝聚共
识，共同抵制谋求“脱钩”等悖潮流、
逆大势、违民意之举，加强互利共赢
合作，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坚定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激发活力，推动世
界经济早日重现繁荣。

新的一年，期待以携手共进更多
凝聚合力。

世界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
口。中国坚定不移站在历史正确一
边，新的一年将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与各国共创世界更加美好
的明天。 （据新华社电）

新愿景 新机遇 新征途
——世界的新年瞩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