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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携手抗疫合力 坚定共克时艰信心 抗疫锐观察

“为了更多人的安全和健康，新的一
天大家都得加油干。”进入 3月以来，在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防控最前线，有一群
青年突击队员正引导入境者，组织大家
有序完成各项入境程序。

随着“外防输入”任务升级，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近来成为中国新冠疫情
防控的前线。在这里，有迅速成立的
数十支青年突击队，负责 24 小时不间
断严守“国门”。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
防护服，戴紧护目镜或面屏，在航空器
登临检疫、重点国家和非重点国家入
境人员健康申明卡审核、流行病学调
查等多个区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口罩虽然遮住了他们的面庞，却遮不
住那一双双坚毅的眼神，这群平均年
龄 30 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总有一股
使不完的劲儿。

回望这个春天，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世界各地的青年人纷纷投
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在各自力所
能及范围内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疫情
暴发之初，世界各国青年组织通过一
箱箱医疗物资、一句句真挚的问候，与
中国青年一起抗击疫情。当中国医疗
专家组前往各国支援抗疫之时，又有
许多掌握多门外语的各国青年主动请
缨担任翻译。他们的战“疫”经历或温
暖、或感人、或充满力量，无不展现出
青年人在逆境中乐观果敢、勇挑重担
的责任与担当。

在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5名年龄
仅在 14岁至 17岁之间的女孩们也在用
自己的智慧和方式为抗击疫情出力。
她们的家乡赫拉特省，是阿富汗最早
出现新冠确诊病例的地区，一度也是
阿富汗疫情的重灾区。截至 4 月 22
日，阿富汗医疗设备严重短缺，全国只
有 400台呼吸机。“在这场疫情中，阿富
汗人应该为阿富汗作出贡献。”于是，

她们便尝试利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一台
简单的呼吸机原型机。在阿富汗企
业、本土医疗专家的帮助下，现在她们
正在与来自哈佛大学的专家一起合作
制作这台原型机。正是凭借这种敢想
敢做的精神，她们的梦想正一步一步
变成现实。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愿望。在埃
及开罗，经营一家小餐馆的年轻女孩
凯瑟琳·拉法特得知当地医护人员的

正常饮食成了大问题后，觉得自己可
以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
是，她和哥哥每天都会准备 400 份包含
鸡肉、米饭、沙拉、汤和面包的餐食，送
往医院或分发给一些低收入人士。转
眼间，拉法特已经坚持约一个月时间
了。能在疫情防控中出一份力，她感
到很欣慰。

全球战“疫”，世界各国的青年“有一
分热，就发一分光”。这是他们不一样的

青春之歌。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所说，青年就是当今世界的希望。疫情
过后，这些青年又将回归到正常的工作
和生活中，但他们在这场疫情中所表现
出来的勇敢和奉献精神已牢牢印刻在人
们心中。

上图：4月2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集

中分流点，“青年防疫小分队”队员杨紫

缨（中）和于平（左）在等待所属街道的离

鄂返京人员。 新华社发

当青春年华遇上一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各地的青年们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
投入到疫情防控之中——

战“疫”中的青春之歌
■本报记者 许怡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5月3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确诊

病例达到 3265393例。连日来，美国

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均位居全球首

位。就在“疫魔”为祸人间之际，美国

一些“戏精”政客却依然不忘散布谣

言、干扰国际合作。其言其行，正遭到

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汤姆·怀特

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某些政客在本国疫

情防控上毫无作为，如同“隐形人”。似

乎在他们眼里，疫情根本就不是件令人

伤痛的大事，美国民众的生死也毫不关

己。相反，他们对于“甩锅”和泼脏水却

“孜孜不倦”，将其作为“每日功课”。

本国疫情的“糊涂账”还未算明

白，就急着要把“锅”甩过太平洋，这实

在是滑稽可耻。为此，许多美国公众

发出强烈呼吁，要求这些成天睁眼说

瞎话的政客，不要只打自己的政治“小

算盘”，而是要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控制

国内疫情、挽救民众生命上。

美国一些政客常与顶尖科学家和

医生产生“分歧”，不仅在公共场合拒

绝戴口罩，还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会“奇

迹般地消失”，甚至暗示也许可以注射

消毒剂来杀死新冠病毒。马里兰州州

长、共和党人拉里·霍根表示，他对白

宫在美国面临新冠疫情危机的当下，

发出这种令人糊涂的信息感到担忧，

并认为在试图向民众通报疫情时，坚

持事实才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某些“戏精”政客，一面叫嚣

隔离措施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一面却

看着生命消逝而无动于衷。《华尔街日

报》4月 22日报道称，根据对至少 35

个州的数据统计，美国养老院等其他

长期护理机构已经至少有超过1万人

死于新冠肺炎。纽约州众议员金兑锡

表示：“他们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可他

们什么也没做。这些脆弱的老人正在

养老院里独自死去。”纽约州州长安德

鲁·科莫也多次痛斥美国政府不作为

让民众和医疗人员饱受痛苦。

面对某些政客们自相矛盾的论调

和做法，《大西洋月刊》发文称“我们生

活在一个失败国家”，并非新冠病毒撕

裂美国，而是疫情暴露了美国的撕

裂。美国政治评论专栏作者伊奥菲在

社交媒体上直言：“美国新冠肺炎病例

全球第一，谁才是‘烂国家’？”

大疫当前，某些一心想捞取政治

资本的“戏精”政客，实在应该好好听

听本国公众的声音。须知造谣生事无

法消灭病毒，攻击抹黑不能挽救生命，

摒弃冷战思维，尽快承担起一国政府

对民众应尽的责任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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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参考
消息》3日刊登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文章
《疫情过后，中国还会是“世界工厂”
吗》。文章摘要如下：

新冠疫情的暴发和政府出台的种种
控制措施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影响，工厂
突然停工，超市无法补充库存，不少货物
出现紧缺。这场危机造成前所未有的混
乱，全球各大企业从中汲取教训，以便未
来更好地应对冲击。不过，大多数公司
并不会考虑抛弃中国这个世界大工厂。

过去 20年，西方企业为了降低生产
成本和开拓新市场而大规模进军中国，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如
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比重的
20%，这也和外企在中国的投资不无关
系。根据德国一家公司最近的调查，五

分之四的大型企业都依赖中国供应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

升等原因，近几年一直有外国企业试图
将业务迁出中国。2018 年至 2019 年中
美贸易摩擦激烈之时，也有不少外企为
了避免加征关税等原因，寻求将业务迁
到邻国。

不过有不少专家认为，即使企业在
其他国家找到供应商，也将继续留在中
国，以便在这块巨大的市场中占据一席
之地，它们将此称为“中国+1”战略。还
有一种说法是，其他国家可能在技术工
人、基础设施和原材料方面无法满足这
些企业的需要，难以替代中国。

中国美国商会 3月份的一项调查显
示，超过 70%的企业表示目前还没有将
生产和供应链业务迁出中国的计划。

德媒表示——

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会因疫情发生改变

据新华社塔那那利佛 5月 2日电

（记者文浩）中国政府援助马达加斯加首
批抗疫物资2日运抵首都塔那那利佛。

这批物资包括医用防护服、额温计、
口罩和护目镜等，当天运抵塔那那利佛
北部的伊瓦图国际机场。中国驻马达加
斯加大使杨小茸、马达加斯加卫生部长
艾哈迈德等参加了在机场举行的物资交
接仪式。

艾哈迈德代表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
援助急需抗疫物资表示感谢。他说，卫生
部将把这批援助物资分配给奋斗在全国抗
疫一线的医疗工作人员。马方将继续与中
方开展全方位防疫合作，共同战胜疫情。

杨小茸表示，团结就是力量，国际合
作是抗击疫情的良方。中国将始终秉持
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坚定支持马达加斯
加政府积极抗击疫情。

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首批抗疫物资运达

据新华社科伦坡5月3日电 （记者
唐璐）中国援助马尔代夫第二批新冠疫情
防控医疗物资2日抵达马尔代夫首都马累。

马尔代夫外长沙希德在援助物资抵
达后发表声明，感谢中国政府在马尔代夫
新冠疫情进入社区传播并迅速蔓延之际再
次及时伸出援手，赞扬中国驻马尔代夫大
使馆为协调包机运输物资做出的巨大努
力，向为马尔代夫提供防疫支持的中国政

府、企业、慈善机构逐一致谢。沙希德说，
中国在马尔代夫危难时刻提供的支持，将
帮助马尔代夫克服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马尔代夫民众对中国援助反响热
烈，一些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中国政
府在马尔代夫艰难时期给予及时慷慨援
助，认为这体现了马中两国患难与共的
真情，期待马中友好关系在双方抗疫合
作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中国援助马尔代夫第二批抗疫物资抵达马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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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连续多天航行，海军第 35批护航编队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驶入我国
南沙海域。

5月 2 日，编队组织太原舰、荆州舰和巢湖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武力营救
遭劫持船舶演练、舰机协同反海盗和实际使用武器等多项针对性训练。

据了解，该编队按照“护航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检验一路”的思路，积极
利用航经海域复杂的海空情况，借机练兵，开展舰艇反恐反海盗、临检拿捕、海上

搜救、巡逻警戒、目标查证、警示驱离、直升机滑降、轻武器拦阻射击等训练，进一
步提升编队遂行护航任务的能力。

图①：编队太原舰舰载直升机腾空而起。
图②：编队特战队员搭乘直升机进行空中火力支援演练。
图③：编队特战队员搭乘高速小艇前出。

江山、易新维摄影报道

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航渡途中开展针对性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