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新冠肺炎個案已突破 200 萬

宗，繼歐洲部分國家已局部解除封鎖

措施後，美國總統特朗普亦急於恢復

經濟活動，他前日宣佈美國疫情高峰

期已過，並將公佈重啟經濟指引，不

過美國同日死亡病例再增2,371宗，

昨日再多逾4,000人死亡，連續3日

錄得單日新高，累計逾 3.1 萬人死

亡。英國衛生大臣夏國賢昨日則表

示，英國疫情已到達高峰，但認為現

時討論解除封鎖是言之過早，警告過

早解封或導致疫情「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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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確診個案累計超過65萬宗，雖然全國
單日死亡人數再錄新高，但部分州份的疫

情似有緩和跡象。特朗普前日在簡報會上形容
情況令人振奮，聲稱情況反映當局「進取策
略」奏效，給予當局理據向各州發佈指引重啟
經濟，讓疫情較輕微的州份，在5月1日前恢復
經濟活動。

20州擬勞動節前復工
白宮抗疫工作協調員比爾斯則稱，全國數據
顯示疫情正在改善，但國民必須繼續保持社交
距離。
據悉疫情較輕的20個州份打算跟隨特朗普的
計劃，於5月1日前重啟經濟活動，至於紐約
州、加州及路易斯安那州等重災區，則計劃在
進行更大規模病毒檢測後，才撤銷封鎖措施。

洛杉磯年內禁演唱會
多名民主黨籍州長質疑過早恢復經濟活動，
或會引發公共衛生危機。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
茲強調所有人都希望盡早解封，「若我們未有
準備好就進行，只會令居民失去生命。」加州
州長紐瑟姆亦表示，過早解封只會犯下錯誤。
洛杉磯市長加爾塞蒂因應疫情，宣佈當地直至
2021年前將禁止舉行演唱會、體育活動等大型
活動，以避免大量人群聚集。
另一邊廂，英國確診個案昨日突破10萬宗大
關，逾1.3萬人死亡。首相約翰遜的首席醫療顧
問惠蒂相信當地疫情已到達高峰，但警告死亡率
仍持續高企，現時開始討論下一階段行動是為時
尚早。他又指由於部分個案通報時間滯後，未來
數日新增死亡個案或會上升。

英封城最少延長3周
英國外相藍轁文昨日表示，英國的封城措施
將延長最少3周。英國政府昨日舉行內閣會
議，審視封鎖措施，在野工黨黨魁施紀賢支持
政府延長社交距離令，但認為當局需在本周內
交代解封計劃，以釋除公眾疑慮，並給予國會
時間進行審視。 ■綜合報道

美國霍士新聞日前引述「匿名
消息」稱，新冠病毒是從武漢病
毒實驗室洩漏出去，美國總統特
朗普前日更據此表示，華府正就
有關說法進行徹查，再一次試圖
將抗疫不力的責任，歸咎於中
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
日回應時稱，關於新冠病毒源頭

和傳播途徑問題，中方立場是明
確的，始終認為這是一個科學問
題，應該交由科學家和醫學專家
去研究。
趙立堅表示，世衛負責人已經

多次表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新
冠病毒是在實驗室產生的。世界
上很多知名醫學專家也都認為，

所謂「實驗室洩漏」等說法毫無
科學依據。趙立堅說，流行性疾
病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國際社會
只有合理應對，才能戰而勝之。
中方將繼續與各國同舟共濟、守
望相助、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
大傳染病的鬥爭。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與多名商
界領袖舉行視像會議，期望爭取
商界支持盡快重啟經濟活動，但
遭與會商界領袖批評當局解封計
劃魯莽，欠缺周詳考慮，認為在
解封前，當局必須加強在各地進
行大規模病毒檢測。
特朗普發起成立的工作小組

「美國經濟大復興工業團體」，
由超過200名企業高層、政界領袖
及各行業組織組成，組織前日分
別舉行4場視像會議。有與會人士

透露，多間企業的行政總裁在會
上呼籲華府專注大規模檢測，讓
國民有信心恢復上班、外出用膳
和到商店購物。不過特朗普在會
後淡化有關問題，更稱美國在檢
測上的表現屬「全球最好」。

企業不滿「被加入」小組
部分與會者私下批評特朗普尋

求5月1日重啟經濟活動的目標
「不切實際」。另有參與人士透
露，會議變成支持者吹捧特朗普

的舞台，多名企業高層在發言前
都先讚賞特朗普，讓他十分受
落。
有企業不滿會議舉行前，其行

政總裁僅收到華府發出電郵，邀
請他出席視像會議，但未有通知
他們，特朗普將在會上宣佈他們
加入工作小組。美媒亦發現白宮
在公佈與會名單時，將國防工業
巨擘洛歇馬丁行政總裁休森的名
字串錯，由「Marillyn」寫成
「Marilyn」。 ■綜合報道

美國政府準備推動解封之際，
多個州份的州長仍未敢掉以輕
心，開始謹慎地為民眾規劃疫情
下的生活，當中包括要求居民在
公共場所佩戴口罩，有州長形容
這將成為「新常態」。
康涅狄格州、馬里蘭州、紐約

州及賓夕法尼亞州的州長，均下
令或建議居民，在未來數周各地
解除封鎖後，要戴上口罩。重災
區紐約州的州長科莫稱，「假如
你要到公共場所，且無法保持社
交距離，那就設法戴上口罩或以

圍巾等遮掩臉部」。科莫同時要
求民眾需保持兩米社交距離，措
施於當地時間今日起生效，實施
初期不會採取罰則。
新澤西州和洛杉磯市上周亦頒佈

類似措施，堪薩斯州州長凱利則於
周二建議民眾要戴口罩。康涅狄格
州州長拉蒙特指出，「我們將會回
到正常生活，但將有新的常態」。

特粉堵路抗居家令
密歇根州前日有數千人在首府

蘭辛示威，抗議州長惠特默頒佈

的「居家令」，他們在州議會大
樓附近聚集，並駕車堵路及響
號，導致現場一帶交通擠塞。不
少示威者都是總統特朗普的支持
者，他們模仿特朗普在上屆大選
常提及的口號，高呼「將她(惠特
默)收監」。
密歇根州錄得逾2.7萬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近1,800人不治，是
全國其中一個感染率最高的州
份。惠特默早前宣佈將「居家
令」延長至4月30日。

■路透社/美聯社

歐洲部分國家的新冠疫情轉趨穩
定，相繼逐步解除封鎖措施，瑞士
政府昨日公佈分3階段放寬防疫限
制措施，本月27日起首先容許理髮
店、按摩店及美容院等重開，下月
11日起允許其他商店及市集重開，
6月8日實施最後第3階段，讓中
學、職業學校及大學復課。當局將
在每階段之間密切留意疫情變化，
只有當病例未有明顯增加，才會過
渡至下一階段。

波蘭下周一將重開公園及森林園
區，其後更可能放寬商店內的顧客
人數上限。比利時雖然延長防疫措
施至下月3日，但允許從事家居裝
飾及售賣花卉的商店重新營業，民
眾亦可有限度到護老院探望。
比利時首相維爾梅斯表示，政

府與經濟和醫學專家下周將開
會，商討從下月初起讓社會逐步
回復正常，稱防疫策略主要為保
持社交距離、大規模病毒檢測、

追蹤密切接觸者及制訂新的工作
場所規定。她同時呼籲國民需戴
上口罩，大部分人要在家辦公，
稱對大型活動的禁令將至少維持
至9月初。
德國總理默克爾前日則表示，

在抗疫工作方面略見成效，但仍
需保持警覺。她宣佈當地的社交
距離規定將至少延長至下月 3
日，全國學校亦至少停課至下月
3日。 ■綜合報道

美多州要求外出戴罩 勢成新常態

美再炒作「實驗室洩漏」
外交部：毫無科學根據

瑞士波蘭比利時分段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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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單日新增新冠肺炎個案連續兩日
創新高，昨日再多728宗確診，總數達到
4,427宗。新增個案仍然以外勞宿舍為主，
佔680宗，與此同時，外勞宿舍以外的社
區感染個案數字亦見上升，達48宗，顯示
病毒在外勞群體以外持續擴散。
新加坡的單日確診個案前日才首次超過
400宗，達447宗，但相隔一日這個數字便

再次被刷新。按宗數計，新加坡昨日新增個
案比很多歐洲國家更多，更遠超東南亞其他
國家。當局前日表示，近日確診宗數急增，
主因是更多外勞宿舍疑似個案接受檢測。
新加坡衛生部表示，當地昨日新增5個感
染群組，當中包括3個外勞宿舍。新增728
宗病例中，包括654名住在外勞宿舍的外
勞、26名住在宿舍外的外勞，以及48宗本

地社區病例。81%的新增病例與已知感染群
組有關，其餘則有待進一步追蹤，但當局沒
有透露這些是外勞抑或是本地個案。
當地早前已規定所有民眾外出必須戴口

罩，並於昨日開始執行相關罰則，第一日
便有近50人因外出不戴口罩被罰款，另有
約150人因沒有保持安全距離被罰款。

■綜合報道

商界潑冷水 促華府加強檢測

新加坡單日暴升新加坡單日暴升728728宗宗 增速如歐洲增速如歐洲

■■示威者抗議密歇根州州長延示威者抗議密歇根州州長延
長居家令長居家令，，車上標語寫着車上標語寫着「「別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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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民眾自發將電話亭英國民眾自發將電話亭
改成物資分享站改成物資分享站，，亭內塞滿亭內塞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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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口罩的新加坡外勞戴上口罩的新加坡外勞
等候公司車等候公司車。。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