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16日致函第74屆聯大
主席穆罕默德－班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和
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重申中國始終堅定支持聯
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發揮領導作用，積極協調國
際社會合作抗擊新冠疫情。

無保留分享經驗 捐1.6億
張軍表示，近來習近平主席同古特雷斯及各國
領導人密集通話，就加強抗疫國際合作深入交換
看法，達成重要共識。習主席強調，人類是一個
命運共同體。戰勝關乎各國人民安危的疫病，團
結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
定信心、齊心協力、團結應對，全面加強國際合

作，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性疾病的鬥
爭。
張軍表示，中方堅定支持世衛在全球抗疫合作中

發揮領導作用。世衛是聯合國系統內負責公共衛生
事務的專門機構，在應對疫情中的作用至關重要。
在譚德塞總幹事帶領下，世衛組織秉持科學、客
觀、公正立場，積極指導協助各國應對疫情，為抗
疫國際合作作出重要貢獻。中方一直本着公開、透
明、負責任態度，同世衛組織保持密切溝通合作，
及時通報疫情訊息，第一時間發佈病毒基因序列等
訊息，毫無保留同世衛和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
經驗，並向世衛捐款2,000萬美元(約1.56億港元)，
以實際行動支持其開展全球抗疫合作。

張軍強調，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任
何國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獨善其身。全人類只有
共同努力，才能戰而勝之。任何指責與推諉，都
無助於集中精力應對疫情，並造成國際社會分
裂，危害抗疫國際合作。我們堅決反對把疫情標
籤化、政治化和污名化的錯誤做法，這也是國際
社會的普遍共識。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這樣的重
大突發事件不會是最後一次，各種傳統安全和非
傳統安全問題還會不斷帶來新的考驗。在應對這
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過程中，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顯。只要我們同舟
共濟、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夠徹底戰勝疫情，迎
來人類發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綜合報道

中方：支持世衛領導抗疫 反對政治化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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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加促國際合作 安倍割席：從沒想過閂水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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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集團(G7)前日聯

同歐盟召開視像峰會，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世界

衛生組織(WHO)間的爭議成為焦點。不過被視為美國傳統盟友

的G7沒跟特朗普同一鼻孔出氣，紛紛表示需繼續支持世衛，共

同應對難關，甚至連向來最親近特朗普的日揆安倍晉三，也表明

只有世衛能在國際層面上抗疫，凸顯特朗普斯人獨憔悴。

俄羅斯昨日新增 4,070 宗確
診，連續6日打破單日最高紀
錄，全國累計有 32,008 人感

染。被指與俄羅斯安全部隊有
聯繫的 Telegram 頻道 Baza 報
道，前日宣佈押後的衛國戰爭

勝利75周年閱兵儀式，參與綵
排的軍方人員中，有49名軍校
學生及教官確診。
昨日新增病例過半來自莫斯

科及周邊地區，單日新增死亡
人數為 41 人，累計 273 人死
亡。至於閱兵儀式綵排的確診
者，據報來自聖彼得堡納希莫
夫海軍學校，當中31人年齡介
乎15歲至17歲。據報該校另有
109人亦曾在莫斯科參與綵排，
他們正等候檢測結果。

西伯利亞軍校15人確診
國防部前日曾指出，西伯利

亞亦有一間軍校爆發疫情，造

成14名學生及1名職員確診。
軍隊內部據報亦出現3宗確診個
案，並有133名士兵正接受觀
察，消息人士早前透露，國防
部認為軍方疫情仍未穩定。
俄羅斯病例本月以來急速上

升，專家警告當地檢測能力受
礙於官僚文化，實際病例或較
官方數字更高。路透社昨引述3
間莫斯科私人實驗室的職員分
別指出，當地檢測樣本有1%至
5%對病毒呈陽性，意味按莫斯
科1,270萬人口比例計算，或有
多達12.7萬至63.5萬人感染新
冠肺炎。

■綜合報道

俄連續6日確診破紀錄 49閱兵綵排軍人中招

美國眾議院多名共和黨議員
前日去信總統特朗普，表示支
持停止撥款予世界衛生組織，
並提出若美國要恢復向世衛提
供資金，應該以世衛總幹事譚
德塞下台為前提。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

和黨首席議員麥考，領導委
員會內其餘16名共和黨議員
去信特朗普，表示他們雖然
認同在處理全球衛生問題
上，世衛扮演重要角色，但
他們已經對譚德塞的領導能
力失去信心，又稱譚德塞太
傾向信任北京當局。
信中舉例，早已有明顯證

據顯示，新冠肺炎會在人與

人之間迅速傳播，但譚德塞
在 1 月 23 日仍投下關鍵一
票，決定不將疫情定性為
「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議員提出，美方有需
要迅速行動，確保世衛不偏
不倚、具透明度及認受性，
建議特朗普在決定未來財年
繼續自願捐款予世衛前，以
譚德塞辭職為前提。
參議院另外8名共和黨議員

同日亦去信特朗普，呼籲對
方與日本、韓國、歐盟等合
作，調查新冠肺炎源頭及世
衛的決策過程，但沒有提及
譚德塞辭職等要求。

■綜合報道

共和黨議員函特朗普
「譚德塞先辭職再泵水」

白宮顧問出醜
「COVID-19代表突變19次」
美國白宮顧問康韋近日為

總統特朗普停止撥款予世衛
的決定護航，其間卻暗示新
冠肺炎簡稱之所以為「COV-
ID-19」，是因為新冠病毒已
經突變19次，被批評為扭曲
事實。
康韋是特朗普麾下「公關

大師」，經常在各大媒體上
不擇手段唱好特朗普，臭名
昭彰的「另類事實」一詞就
是出自她口中。她周二出席
霍士電視台節目，談到特朗
普以世衛失職為由暫停撥款
一事，聲稱：「有部分科學

家及醫生稱，未來可能會有
其他(病毒)變種，可能在秋季
以較小規模重新出現。大
家，病毒是COVID-19，不是
COVID-1，有人批評世衛的
資訊及數據，可以視為是另
一項證據。」康韋續說，必
須調查、評估世衛防疫工
作，讓民眾知道事實。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

媒體解讀，康韋的說法是指
新冠病毒已經突變19次，才
會稱為COVID-19，但事實上
「COVID-19」 是 「2019 年
冠狀病毒病」(coronavirus dis-

ease 2019)的簡稱，19
所指是2019年，康韋明
顯將名稱的意思扭曲，
以指責世衛錯失18次通
報疫情機會。康韋周三
則在社交媒體回應，稱
自己知道19是指向年
份，在節目上的說法只
是一種「修辭」。

■綜合報道

美國今年是G7的輪任主席國，特朗普早
前召開特別峰會，被視為希望尋求盟

友支持，批評世衛抗疫不力。然而各國會後
明顯與特朗普唱反調，其中德國總理默克爾
率先發表聲明，表示唯有國際間緊密合作，
才能克服疫情，德國會連同其他合作夥伴支
持世衛。

加：研疫苗需共享資訊
其他G7成員國隨後亦分別力挺世衛，加

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科研和公共衛生政策
需國際互相協調，研發疫苗及療法亦要各方
共享資訊，世衛屬各國合作及協調的重要部
分。杜魯多亦提到「有人提出質疑」，「但
與此同時，大家繼續合作渡過難關亦非常重
要」。
安倍昨日會見記者時，亦表示日本全力

支持以世衛為首的國際社會合作抗疫，形容
「抗疫的第一線必須有世衛合作」，日本從
沒想過停止向世衛撥款。安倍又稱「各界對

世衛有很多看法」，但應留待疫情後才審
視。
代理首相職務的英國外相藍韜文雖然表

示，當疫情結束後，必須「非常、非常深切
地檢討」事件，形容「不能當作一切如
常」，檢討過程要公平、以科學為本。不過
藍韜文同時表明，檢討需與全體國際社會一
同進行，世衛亦應參與其中，「疫情教會我
們的其中一件事，正是國際合作的重要
性。」

白宮續踩世衛：欠透明度
白宮發表的聲明則繼續批評世衛，聲稱

G7成員國「認知到」各國每年向世衛提供
數以十億計資金，「會上很多討論均圍繞世
衛透明度不足、長期對抗疫工作管理不
善」，並宣稱「各國領袖要求全面檢視及改
革」。白宮又表示，G7各國承諾繼續互相
協調，並會推出有力復甦措施。

■綜合報道

■■康韋康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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