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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 確診 死亡

美國 1,626,270 (22,081) 97,150

巴西 347,398 (16,508) 22,013

俄羅斯 344,481 (8,599) 3,541

英國 258,511 (2,967) 36,757

西班牙 235,290 (466) 28,678

意大利 229,327 (669) 32,735

法國 182,036 (18) 28,218

德國 180,072 (285) 8,283

土耳其 155,686 (1,186) 4,308

伊朗 135,701 (2,180) 7,417

( )括號內為新增數字 *截至香港時間今晨零時15分

德國逐步放寬抗疫措施之際，法蘭克
福一間基督教會卻爆發新冠病毒集體感
染群組，40多名教徒本月10日參與崇
拜後，近日先後確診。當地衛生部門表
示，教會並未違反社交隔離規定，估計
事件或會影響後續解封安排。
出現感染群組的教會屬於浸信會，

涉事崇拜於5月10日舉行。教會網頁
顯示，該教會提供德語及俄語崇拜，
暫未知是哪一場崇拜出現集體感染。
法蘭克福市衛生部長戈特沙爾格表
示，絕大多數感染者病情輕微，僅一

人需送院治療。
法蘭克福市所屬的黑森州於5月1日
放寬防疫措施，允許宗教場所在遵照衛
生措施下重開。法蘭克福市衛生部門表
示，涉事教堂一直嚴守衛生規定，包括
非同住人士維持1.5米的社交距離、準
備消毒搓手液，也沒有傳遞奉獻籃。
事件中有16名確診者來自距離法蘭

克福約25公里的哈瑙市，哈瑙市長卡
明斯基表示，考慮到染疫風險極高，已
取消一項由伊斯蘭教團體主辦，估計有
逾1,000人參與的聚會。 ■綜合報道

德教會逾40人中招
或阻解封安排

美國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逼近10萬，自疫

情爆發以來，平均每日有1,100人死亡。為

悼念在疫情中逝世的人士，《紐約時報》昨

日破天荒用整個頭版，刊出1,000名死者的名

字、年齡及身份，期望讓讀者真切感受到，疫

情所帶來的損失，並非冷冰冰的死亡數字，而是

一條條無以替代的人命。不過多次被批評對疫情死

者缺乏同理心的總統特朗普，似乎仍然未意識到每一個死

者名字背後的意義，只顧繼續在社交網站發文號召盡早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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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截至
昨日，新冠肺炎已在美國造成逾9.7萬

人死亡，死亡人數是全球最多，按照近期死
亡患者的增長速度，相信在數日之內數字便
會增至10萬以上；另外累計確診人數亦超
過162萬。

「所有人不只是個數字」
《紐約時報》昨日的頭版沒有任何圖片，
全版均為文字，報道以「美國死亡人數逼近
10萬，損失難以估量」作標題，副標題則指
「他們不單是清單上的一個名字，他們便是
我們」，並簡介「以下1,000人僅佔總死亡
人數的1%，所有人都不只是一個數字」；
其餘文字便全數是近1,000名新冠肺炎死者
的資料，如「莉拉．A．芬威克，紐約市，

哈佛法學院首名黑人女性畢業生」等。
《紐時》助理圖表編輯蘭登解釋，無論

讀者及編採人員，都開始對不斷報道疫情
中的數字感到疲勞，今次頭版期望將疫情
的悲劇轉化成個人情感，故此蘭登的團隊
收集全國報章訃文，並整理出因新冠肺炎
逝世的死者名單。創意總監博德金則提
到，今次排版參考早期報章的設計，又說
自己在《紐時》工作40年以來，沒有印
象看過完全沒有圖片的頭版，堪稱現代以
來首次。

特只顧喊口號 網民批離地
美國剛好於今日迎來陣亡將士紀念

日，傳統上象徵暑假開始，不少專家均
憂慮，隨天氣變暖、各地因而放寬防疫
措施，疫情會反彈；白宮的傳染病專家
福奇周五便提到，必須透過病毒檢測、
隔離及追蹤，才可在解封時避免疫情二
次爆發。
不過特朗普依然大力推動解封，如在

前日晚間於twitter發文，再度提及他推
動重啓經濟活動的口號「向偉大過
渡」。不少網民均指出特朗普「離
地」，向來反對特朗普的白宮顧問康韋
丈夫喬治便在twitter帖文中，將《紐
時》頭版以及特朗普周六打高爾夫球
的照片並列。 ■綜合報道

A2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曾綺珺、葉嘉舜 ■版面設計：房雍

20202020年年55月月252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5月25日（星期一）

2020年5月25日（星期一）

紐
時
：
特
朗
普
愧
對
亡
魂

頭
版
悼
念

宣
示
人
命
無
價
勿
只
顧
解
封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當地
媒體回顧疫情浮面初期、華府針
對歐洲的疫控政策，指出華府多
次無視專家警告，亦未理會來自
歐洲的航班比中國更多的事實，
遲遲未對歐洲「封關」、導致
「後門大開」；加上實際執行混
亂，措施既不足以阻止疫情傳向
美國，亦令國民更急於返美，加
速病毒流向美國，《華盛頓郵
報》形容，政策猶如「注入病毒
的最後一針」。
《華郵》訪問多名現任及前任

美國官員，以及衛生專家、航空
界人士和乘客等，梳理華府控制
疫情從歐洲向美國蔓延的政策。
總統特朗普早於1月已經向中國
實施旅遊限制，對歐洲則遲遲未
有限制措施，甚至在3月10日仍
在口頭上淡化疫情，稱疫情終會
消失。
不過即使是白宮傳染病專家福

奇等權威人物，在2月時仍對限
制歐洲旅客有保留，認為現有數
據不足以支持對歐洲封關；全球
其他國家當時亦絕少對歐洲實施
旅遊限制。
意大利在2月22日在爆發嚴重

疫情的北部多區實施封城，是疫
情的重要轉捩點，由於意大利沒
有限制人員向外流動，意味疫情
蔓延難以避免。不過當時部分華
府官員仍然不支持對歐洲封關，
包括財長姆努奇恩、白宮首席經

濟顧問庫德洛。白宮內部對歐洲
封關的討論，於3月初才再次白
熱化，新加入疫情應對小組的專
家比爾斯在會議上，提出數據顯
示意大利北部病例飆升，歐洲其
他地區病例增長亦有加快跡象。

2月放生逾180萬旅客
世衛在3月11日宣佈新冠疫情

在全球大流行，同日午間白宮官
員隨即召開會議。據悉當時姆努
奇恩仍以經濟為由反對向歐洲封
關；特朗普雖然認同大部分人意
見，認為不可再放任歐美之間人
員流動，不過尚對完全限制航空
來往有保留。特朗普最終於同日
發表全國演說，宣佈向歐洲實施
旅遊限制，但其實單在整個2月
間，已經有逾180萬名旅客從歐
洲進入美國。
紐約州州長科莫上月曾經形

容，美國禁止中國旅客等於關上
了前門，其間一直不切斷來自歐
洲的旅客，則相當於「任由後門
大開」。在封關後，華府仍然不
實施其他防疫措施，包括學校仍
不停課、各州仍不頒佈居家令；
機場雖然實施篩檢措施，不過不
少旅客、包括有病徵人士，在人
滿為患的機場等待長時間，令疫
情進一步蔓延。直至去年仍任白
宮國土安全事務顧問的博塞特形
容，封關「阻得了外國人，卻阻
不了病毒」。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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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連日要求恢復經濟活
動，前日更趁陣亡將士日長假期開始，
到他名下位於弗吉尼亞州的高爾夫球
場，大打高爾夫球，是疫情爆發後首
次。美媒重提特朗普在2014年伊波拉
爆發期間，指控時任總統奧巴馬打高爾
夫球一事，形容特朗普是為粉飾太平而
高調打高爾夫球。
特朗普對上一次打高爾夫球已是3

月8日，當時美國確診宗數仍不足500
宗。特朗普前日上午在白宮登上座
駕，35分鐘後抵達弗吉尼亞州斯特靈
的特朗普國家高爾夫球場，現場照片
可見他戴着球帽，身穿白色Polo衫和
深色長褲。特朗普與另外3名同行球
友皆未佩戴口罩，但隨行的密勤局探
員則有戴口罩。特朗普亦被拍到在球
場內跟人握手。

有口話奧巴馬無口話自己
特朗普昔日曾抨擊奧巴馬在國家處於

危難之際，只顧打高爾夫球，2016年
競選總統期間更向選民保證，「我將為
你們服務，不會有時間打高爾夫球」。
不過美媒統計，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
已最少打了218次高爾夫球，幾乎每周
都有一天身處球場。 ■綜合報道

美國在疫情持續蔓延下，疾控中心已建議民眾佩戴口罩，但仍
有不少人抗拒戴口罩，甚至有商店拒絕接待戴口罩的顧客。北達
科他州州長比爾甘日前在新聞發佈會上動之以情，熱淚盈眶、聲
線顫抖地呼籲公眾不要再污名化戴口罩的人士，「請拿出同理
心，我們都在抗疫」。
北達科他州目前沒強制居民在公眾場所佩戴口罩，屬共和黨人
的比爾甘上周五召開記者會，提及美國多地因政治和意識形態，
就是否戴口罩出現嚴重分歧，希望北達科他州能避免這情況，
「這是毫無意義的分化」。
比爾甘其後情緒開始激動，指出是否佩戴
口罩的分歧毫無意義，「如果有人佩戴口
罩，這並非要代表他們支持某個政黨或候
選人，或許只因為其家中有一名患癌的5歲
孩子，也可能有認識的人已經染病，並正
與病毒鬥爭」。
比爾甘形容戴口罩並非羞恥的事，「人

們戴口罩，只因為他們風險較大」，強調
真正的敵人是新冠病毒，「我們都在一
起，唯一的戰疫就是對抗病毒。」他呼籲
居民以智慧、善良和同理心，理解別人的
選擇。 ■綜合報道

州長落淚籲停分化：勿污名化戴罩者

粉飾太平 爆疫後首打高球

▲美國多地就是否戴口罩出
現嚴重分歧。 路透社

◀比爾甘呼籲公眾勿
歧視戴口罩人士。

網上圖片

■■不少美國人不少美國人33月月
從歐洲返美從歐洲返美，，逼逼
爆芝加哥機場爆芝加哥機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無戴罩的特朗普在高球場內跟人握手無戴罩的特朗普在高球場內跟人握手。。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專家憂慮美國疫情可能因放寬防疫措施專家憂慮美國疫情可能因放寬防疫措施
而反彈而反彈。。 美聯社美聯社

▲▲▶▶《《紐約時報紐約時報》》
頭版記載着一條頭版記載着一條
條無以替代的人條無以替代的人
命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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