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二季度GDP将“两位数萎缩”
失业人数超3000万，经济下滑深度和持续时间非常不确定，美联储认为

4月 30日， 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显

示， 美国上周再有逾 380 万人新申请失业救

济， 使今年 3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新增失

业人口总数超过 3000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4 月 29 日表示， 预

计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

出现 “两位数萎缩 ” ， 失业率还将大幅攀

升。 他指出， 经济下滑的深度和持续时间非

常不确定，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得到控制

的速度。

鲍威尔强调， 将需要国会和白宫推出更

多支出计划， 以确保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能

够站稳脚跟。 此前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下滑

4.8%， 创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

60万人失业尚未统计，失
业率或超上世纪大萧条时代

《华尔街日报》 称， 由于新申请失业救

济人数过多， 美国多州网上登记系统出现故

障， 仅上周就有至少 60 万人未被如期登记

而无法领取救济。 彭博社称， 如果所有申请

都得到批准 ， 美国当前失业率已达 22% ，

将远超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 10%， 且超过

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美联储 4 月 29 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维持在零至 0.25%的超低水平， 同

时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相

当大的风险。

美联储当天声明称， 新冠病毒和为保护

公众健康采取的措施导致美国经济活动大幅

下滑和失业人数激增， 经济活动中断严重影

响了金融环境， 并妨碍信贷流向美国家庭和

企业。

声明说， 正在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

短期内严重影响美国经济活动、 就业和通货

膨胀， 并在中期内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

风险。 因此 ， 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维持在零至 0.25%的水平 ， 直到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经受住近期事件冲击并回

到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的正轨抱有

信心。

多家机构认为， 美国经济的下滑仍将难

以阻止。 高盛估计， 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

可能还会下调 3 至 4 个百分点， 预计经济降

幅在 8.25%左右。 高盛经济学家斯潘塞·希

尔认为， 经济数据和经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

差距且差距不断加大， 反映出美国经济衰退

已经开始。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第二

季度美国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 40%， 或成为

1947 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最惨淡一季 。 巴克

莱银行预测 ， 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可能萎缩

45%。

“V 型” 复苏可能落空，

疫情控制前经济难反弹

美国商务部认为， 疫情导致需求大幅缩

水， 是造成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

第一季度 ， 占美国经济总量约 70%的

个人消费支出骤降 7.6% ， 拖累经济增长

5.26 个百分点 ， 是 1980 年以来最差表现 。

此外 ， 由于疫情打击全球经济增长和海外

需求 ， 当季美国出口不振 ， 拖累经济增长

1.02 个百分点 。 其中 ， 国际人员流动大幅

下降， 与旅游相关的服务出口暴跌 21.5%。

美国总统特朗普 4 月 29 日在白宫会见

企业高管， 透露美国 35 个州已经制定了经

济重启计划 ， 部分州已经开始复工 。 他还

表示， 计划于下周前往亚利桑那州和俄亥俄

州视察医护用品工厂， 并打算重新举行竞选

集会。

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有望出现 “V

型” 复苏， 但预测大多建立在经济活动短暂

停顿基础上。 由于经济 “停摆” 已经持续至

第二个月， 且美国多州仍将继续关停企业，

“V 型 ” 复苏很可能落空 。 富国证券认为 ，

在疫情不会卷土重来的假设前提下， 随着联

邦政府和美联储建立大量支持机制， 各州经

济活动在未来数周或数月慢慢恢复， 美国经

济有望在第三季度逐步复苏。

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塔拉·辛克莱

表示，企业关闭时间越长，经济就越难重启。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卡伦·戴南认为，在疫情得

到控制前，经济不可能强劲反弹。

与 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不

同， 此次疫情中， 避免人员接触的防控原则

导致需求和供给增长几乎戛然而止。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最新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 认

为 ， 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是一场 “截然不

同” 的危机， 混合卫生危机、 金融危机以及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多重风险， 且各因素以

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让经济前景充满不确

定性。

（本报华盛顿 4 月 30 日专电）

污名化是危险的“政治病毒”
———造谣中伤“中国抗疫”有悖国际正义（一）

钟 声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

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的疫情

最为严重。 中国人民感同身受， 十分揪心。

“世界是个地球村， 一个人不安全就是所有

人不安全 ”， 中国网民留言表达的尽己所

能、 伸出援手的愿望， 感人肺腑， 传递着

人间的温情。

反观美国一些政客的表现， 却让人十

分气愤。 人命关天， 可在他们眼里， 生离

死别的哭泣， 整车转运的尸袋， 居家死去

无人发现的惨剧， 都不是当务之急。 他们

最有兴趣的是如何借此玩一些政治把戏 ，

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美

国媒体评论说， 疫情肆虐， 而一些政客却

最专注两件事： 怼媒体、 怼中国。 《波士

顿环球报》 言辞犀利： 坐失抗击病毒良机，

“他们的手上沾满美国人的鲜血”。

“污名化中国” 冲击国际正义。 中国

的抗疫行动全程公开， 艰苦卓绝， 有目共

睹 ， 绝不会被少数人肆意泼污水所抹杀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由衷表示， 中国人

民 “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作出

了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回

答记者提问时多次表示 “中方行动之快 、

规模之大， 世所罕见”。 医学界权威学术刊

物 《柳叶刀》 最近发表社论评价道， 新冠

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迅速遏制令人印象深

刻 ， “为其他国家树立了鼓舞人心的榜

样”。 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抗击疫情， 成功遏

制了病毒扩散蔓延， 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现在反遭一些无良政客肆无忌惮的诬蔑 、

“甩锅”。 公理何在？ 正义何在？

“污名化中国” 当不得救命良药。 新

冠病毒挑战的是人类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

当今之际， 救人与推责孰轻孰重， 合作和

谩骂谁更重要， 不言自明。 现实却令人大

跌眼镜， 美国一些政客不是想方设法治病

救人， 而是热衷于发出巫师般的咒语， 以

为这就可以救人之命。 美国 《大西洋月刊》

网站发表文章称， 白宫没有在疫情初期采

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 这是当前美国疫情

大暴发的最主要原因。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

席比尔·盖茨直言， “从一开始， 中国就做

了很多正确的事情， 就像任何有病毒出现

的国家一样”， “令人难过的是美国本可以

做得很好， 但恰恰是它应对得最为糟糕”。

“污名化中国” 危害全球抗疫。 美国

作为头号经济科技强国， 拥有雄厚的经济

实力、 强大的科研能力、 领先的医疗水平，

理应在有力有效控制国内疫情的同时， 承

担更多国际义务， 帮助更多防控薄弱国家

和地区。 美国一些政客的拙劣表演， 只会

破坏全球合作抗疫的努力， 破坏命运与共

的共识， 破坏守望相助的家园。 中国始终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向各国提供援助。 俄罗斯总统普京

指出， 中国向遭受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

助之手， 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

一再诋毁中国的把戏， 背后有着险恶

的政治操弄和政治用心， 这一点， 从美国

各界到国际社会都看得真真切切———《纽约

时报》 指出， 在美国， 对疫情的反应在很

大程度上 “被政治算计所掩盖”。 英国皇家

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吉姆·奥尼尔以 《指责

中国是一个危险的注意力转移策略》 为题

撰文： “对许多政府而言， 污名化中国似

乎是一种转移民众注意力以掩盖本国抗疫

准备不足的策略。 当下， 全球头等大事理

应是对疫情引发的健康以及经济双重危机

做出全面协调应对， 这种指责的闹剧不仅

于事无补， 更蕴藏危机。”

对危险的 “政治病毒”， 同样需要全球

合力抗击。 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报告

员费尔南德·瓦雷纳发出警告， 新冠肺炎不

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 还可能成为一种加

剧仇外、 排外和仇恨情绪的病毒。 西方一

些戴口罩的亚裔人士在街头遭到辱骂和殴

打就是可怕的例证 。 世界著名科学期刊

《自然》 发表社论指出： “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 世界各地的亚裔成为种族主义

攻击对象， 对难以计数的人造成身心健康

和谋生方式的损失。”

面对病魔 ， 是肆意挑拨 、 造谣生事 ，

还是团结合作、 共克时艰， 考验着人类对

历史、 对生命、 对未来的道德和良心。 毫

无疑问， 如果任由 “政治病毒” 冲击国际

正义， 任由美国一些政客把病毒当作政治

武器， 世界遭受的损失和痛苦， 将难以估

量， 而且将在人类历史上写下十分黑暗的

一页。

（载5 月 1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4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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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同
捷克秘鲁总统通电话

（上接第一版） 并派专机向中方运送抗疫物资， 彰显了对中国

人民的真挚情感。 中方坚定支持捷方抗击疫情， 将通过双边、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渠道 ， 同捷克分享疫情防控信息和

经验。

习近平强调，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在疫情面前

尤其如此。 中方愿同包括捷克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积极开展

有效联防联控，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同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 共同应对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挑战，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相信在国际社会携手努力下， 人类

最终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习近平强调， 中捷关系良好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 中方高度重视中捷关系发展， 愿同捷方一道努力， 推动

中捷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我期待疫情之后同你会面， 共同

擘画中捷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未来。

泽曼表示， 中国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展现良好发

展前景。 感谢中方为捷克抗击疫情提供宝贵支持和援助。 捷中

友谊根深蒂固， 双方人民互怀友好感情。 我是中国真诚的朋

友， 将努力推动双边合作， 确保两国关系排除干扰， 继续向前

发展。 我期待不久再次访华。

新华社北京 4 月 30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4 月 30 日晚同

秘鲁总统比斯卡拉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方始终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及时同各国和世卫组织分享疫情信息， 推进国际

抗疫合作。 中方尽己所能向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紧急物资

援助， 通过多种形式毫无保留分享防控经验， 通畅防疫物资出

口渠道， 助力各国疫情防控。 中方支持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支

持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领导作用， 支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

习近平指出， 当前， 包括秘鲁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疫

情不断扩散蔓延。 中方坚定支持秘鲁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 将

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秘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相信在你领导

下， 秘鲁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 通过共同抗疫， 中秘两国人

民友谊也将得到升华。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秘关系， 愿同秘方

一道努力， 加强沟通， 创新合作， 共建 “一带一路”， 推动中

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 以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迎接明

年两国建交 50 周年。

比斯卡拉表示， 秘中关系良好， 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发

展。 中方企业投资促进了秘鲁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秘方愿以庆祝明年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进

一步发展。 中方已经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 展现的组织能力和

有益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感谢中方给予秘方抗击疫情宝贵支持

和帮助。 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说， 这次疫情表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十分重要。 国际社会要加强团结合作， 坚持多边主

义， 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

新时代，红色基因在光荣之城延续
（上接第一版）

南昌路 100 弄 2 号，一幢砖木结构的两

层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刚刚完成修缮，即将

开始史迹陈列的展陈工作。 这里见证了中国

共产党酝酿建立的过程，既是《新青年》杂志

办刊地， 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中

共中央局办公地。 时间回到 1920 年初，《新

青年》 编辑部随同陈独秀来沪迁入渔阳里

（今南昌路 100 弄）2 号。 1920 年夏，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在此成立。 1921 年 6 月初，经陈

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

后，此地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有人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比作中国共

产党的“胚胎”，它为党的最终诞生奠定了组

织基础。 史料证明，在它的积极指导下，各地

建党工作有序开展，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

织相继建立，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运动相结合。

位于今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的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是有力的证明 。

1920年 8月 22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领导下， 俞秀松等 8 名青年发起成立了中国

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 团的机关设在当时法租界霞飞路渔阳

里 6 号（今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 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对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建立起了发动和指导的核心作用。 为了掩

护和团结进步青年，同年 9 月，于此开设“外

国语学社”，同时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招

生广告。 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由

各地团组织推荐来“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先

后赴苏联学习。 1921年 11月，青年团临时章

程中明确规定：在“正式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

时，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毛泽东在上海居住时间最
长的居所，留下了他难得共享天
伦之乐的温馨时光

事实上，许多早期领导人，都曾在上海

工作战斗、领导中国革命，留下了光辉的足

迹。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多次到上海。 位于茂名北路 120 弄的上海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

长的居所 。 1924 年 ，31 岁的毛泽东来到上

海，参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其间，他

与夫人杨开慧，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及

岳母向振熙老人一家 5 口寓居于此。

这是一幢典型的老式石库门房子，有天

井、客堂、前楼和厢房等。 在前两年的修缮过

程中， 上海根据一套 1960 年绘制的复原设

计图纸，并对照历史照片、1947 年的行号图、

1948 年的航拍照片，对建筑内外进行了最大

程度的恢复，尽可能再现原有风貌。

在甲秀里的这段日子，是毛泽东难得共

享天伦之乐的温馨时光。 当年他们居住过的

厢房里，一组蜡像生动描绘了伟人一家其乐

融融的生活场景。 当时，杨开慧带着两岁的

岸英、刚出生不久的岸青来到上海。 除了料

理家务，帮助毛泽东誊写文书外，杨开慧还

经常前往小沙渡工人夜校为工人们讲课，为

了提高上课效果， 杨开慧还刻苦学习上海

话，受到了工友们的欢迎。

陈列馆展出了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一

张“全家福”，它被称为“不完美的完美全家

福”。 说它“不完美”，是因为其中没有毛泽东

的身影，那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有严格的纪

律要求，禁止重要人物拍照，所以毛泽东最

终没有入镜；说它“完美”，是因为这张照片

完美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严格遵守党的规

章制度，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早期
指挥中心：中共中央机关曾在此
驻守 12 年

历史告诉我们，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

创建过程的中心，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亦

长期驻扎上海。 据记载，从 1921 年 7 月中国

共产党正式成立到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

央政治局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这 12 年间，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除三次短暂迁离外，一直

都设在上海。 党史研究专家曹力奋告诉记

者，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央早期在上海的

各类机关重要旧址有 26 处。 这些革命史迹

基本涵盖了目前留存下来早期中共中央在

上海的各类工作机关，极为难得。

以位于成都北路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旧址为例，这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

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也是中华全

国总工会的摇篮。1921 年 8 月 11 日，党中央

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并在北

京、武汉、湖南、广州、济南设立分部。

矗立于今新闸路 613 弄 12 号的彭湃

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点曾是早期中央军委

租用的机关所在地 ，周恩来 、杨殷 、彭湃等

军委领导人经常到此秘密开会 。 在尖锐复

杂和险恶的环境中，革命前辈浴血奋斗，舍

生忘死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对武装工农 、

举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指导红军建设等

重大问题进行艰辛曲折的探索 ， 为人民军

队的后续发展壮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打

下了重要的基础。

而位于云南中路 171-173 号的中共

“六大 ”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是中

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

机关旧址。 1928 年 6 月至 1931 年 4 月，周

恩来 、邓小平 、李维汉 、瞿秋白等在这里工

作，政治局很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共

计发出百余份文件，指导全国革命开展。 两

年前 ，经房屋置换 、腾退原住居民后 ，旧址

正式启动修缮工程。 目前， 修缮工程已完

成，史迹陈列展陈工作同步展开，预计年内

完成布展开放。

填补缺口解决闲置，“共享员工”助企业轻装上阵
（上接第一版）

“多米” CEO 李贤威介绍， 受疫情影

响， 很多企业开始意识到灵活用工的重要

性和优势所在， 越来越多企业选择用 “零

工” 作为 “全职” 用工方式的补充 ， 这种

用工方式更需要第三方科技型人力资源公

司的赋能， 帮助他们实现降本增效。

“多米”上线后，帮助很多企业减轻了一

部分人力负担。 比如，某品牌连锁餐饮企业

负责人刘先生表示，受疫情影响，市场需求

尚未全面恢复，企业到目前为止依旧闲置着

数百名员工， 每月的人力成本支出达300多

万元。 “多米”能够帮助企业消化相关人员就

业问题，切实减轻一部分负担。

社宝的此次创新并非一蹴而就 。 据介

绍， 近两年， 静安区每年安排预算 3000 万

元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 扶

持了 136 个人力资源服务项目 ， 更培育出

一大批带有创新基因的企业和新技术产品，

如人才全面评价和测评系统、 社保通等。

依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创新研发 ， 越

来越多的人力资源企业从中尝到了甜头。

帮助企业打造直播平台 ，

分享行业政策
上周末，一场针对人力资源产业政策解

读的线上直播，吸引了沪上众多人力资源头

部企业参与，近千人次观看并在线互动。

这是上海美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利用

自身平台优势推送的直播项目。 此次直播

内容是静安区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政策解读及申报指南。 业内观众

普遍反映： 解决了政策落地的 “最后一公

里”， 非常好用、 实用。

美智执行总裁饶志芳介绍说，在静安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相关部门支持下，公

司从复工开始，就全力以赴创新研发，打造

出人力资源第一内容分享直播平台，并开始

了分专业主题、分时段的共享系列直播。

没想到， 这一平台的推出 ， 在实现企

业自救的同时， 也为整个行业赋予了新活

力和生命力。 短短两个月， 已有 30 多家培

训机构前来签约合作。

“整个行业的生态也有了新变化。” 饶

志芳说， 在上下游企业抱团取暖 、 并肩作

战下， 直播内容分享到第三期时 ， 已开始

有个人和企业前来购买订单， 同时还接下

了不少政府部门、 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内容

直播发布， 这些都给整个行业和客户带来

了全新气象。

据静安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王

光荣透露， 下一步将继续探索建立人力资

源融资担保信用贷款机制， 同时鼓励企业

大胆创新， 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 开展需

求对接、 全链条服务等活动， 切实帮助企

业有序经营， 尽快回归发展 “快车道”。

本报讯 据新华社快讯，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 4 月 30

日表示， 他本人感染新冠病毒。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抗疫应急响应
新华社广州4月30日电 （记者丁乐）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署4月在中国启动全球人道主义应急枢纽， 为包括联合国系统、

各国政府及其他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抗

疫应急响应。 首批抗疫医疗物资已于4月29日至30日运抵位于

广州的仓库枢纽。

该应急枢纽由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物流支持， 菜鸟

网络南沙项目仓经理国涌芙介绍， 首批到货的是4.6万件护目

镜， 接收的库区有7000多平方米， 后续还会有物资运来， 能按

需随时扩容仓库。 对于货物， 员工会录入到电子系统， 统一管

理存储， 并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指令， 进行全球的运

输和调拨。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屈四喜表示， 在华枢纽将

提供战略性采购和库存整合服务， 并支持人道主义救生物资运

转、 提供航空服务。 为快速启动应急运营， 世界粮食计划署制

定了临时应急解决方案， 阿里巴巴菜鸟物流将提供集合性仓储

等运营服务。

世界粮食计划署一直积极建立一个全球人道主义应急网

络， 该网络还包括正在比利时的列日和阿联酋的迪拜筹备设立

的全球应急枢纽。 此外，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埃塞俄比亚、 加

纳、 南非、 马来西亚、 巴拿马和阿联酋已设有区域枢纽。

安倍称必须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4 月 30 日晚在记者会上表示， 按照目

前的情况， 很难从 5 月 7 日起恢复到正常状态， 必须要有打持

久战的思想准备。 日本政府此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时限

将在 5 月 6 日到期。 日本舆论认为， 安倍这一发言明确了计划

延长紧急状态时限的考虑。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 4 月 30 日说， 政府打算把全国紧急状

态延长约一个月， 已就此展开协调。 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

视台等报道称， 日本政府有意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至 5 月底。

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日本政府采取既要保经

济又要顾民生的指导思想， 因此即使出台了 《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特别措施法》， 安倍也迟迟不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直到 4 月 7 日， 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宣布东京 、 大阪 、 埼

玉、 千叶、 神奈川、 兵库和福冈 7 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 因

国内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于 4 月 16 日将紧急状态对象地区扩

大到全国， 有效期限至 5 月 6 日。 而这一紧急状态的最大特点

就像安倍所说的那样 ， “不会像欧洲那样 ”， 日本不会采取

“封城” 措施。

因疫情持续， 日本地方政府希望安倍延长全国紧急状态，

全国知事会 4 月 29 日就此商定一致立场。 在当天召开的全国

知事视频会议上， 有 42 个都道府县的知事出席， 鉴于疫情处

于蔓延阶段， 知事会向中央政府提出紧急提议， 要求延长紧急

状态。

日本政府专家组成员也认为， 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以来的疫

情发展不符合预期， 有必要继续延长。 日本共同社援引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 日本政府定于 5 月 1 日召开专家会议听取意见，

安倍将根据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及医疗体系情况， 在 5 月 5 日前

作出最终判断。 （本报东京 4 月 30 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