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盟内部边界或在6月底前解封
内政部长会议提议关闭外部边界延长至7月初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 5 日召开视频

会议， 磋商欧盟外部边界和内部边界管

控等议题。 分管内部事务的欧盟委员于

尔娃·约翰松会后告诉媒体记者，多国内

政部长在会上提议将欧盟关闭外部边界

的措施“延长到 7 月初”。

就在会议前一天，即 4 日，约翰松接

受欧洲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说，欧洲多国疫

情“正在快速好转”，且正在逐步满足解除

所有内部边界限制和检查的条件。在谈及

所有欧盟国家内部边界限制的松绑日期

时，约翰松称“我认为 6 月底不错”。

根据欧洲议会官网在 4 日发布的消

息，欧洲议会的公民自由、司法和内政委

员会当日以 53 票赞成，6 票反对和 6 票

弃权通过了一项涉及关注申根区内部边

境管制的决议， 并强调了推动人员自由

流动的重要性。

据悉 ， 在原本不设边境检查的 26

个申根区国家内部， 至少 17 国在新冠

疫情中采取边界管控措施。 为遏制疫情

扩散 ， 一方面是欧盟先前关闭外部边

界， 另一方面是欧盟成员国纷纷关闭彼

此之间的边界 ， 即 “欧盟内部边界 ”。

目前， 欧洲多国逐步松绑内部边界的限

制措施。

北欧国家率先出台入境解封令。 芬

兰在 5 月 14 日允许在该国工作的爱沙

尼亚公民入境；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自 5月 15日起允许三

国人员内部流动，但人员跨境后需要自我

隔离 14天；立陶宛从本月 1日起，对绝大

多数欧盟国家的公民不再实行入境后自

我隔离 14天的政策， 爱沙尼亚也在同日

向欧盟、申根国家和英国公民开放边境。

奥地利和德国边境管控于 5 月 15

日起逐步放松； 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边界

在 5 月 25 日重新开放；一天后，匈牙利、

捷克和斯洛伐克彼此开放边界， 在其中

任一国家停留时间不超过 48 小时者皆

可免于强制性检疫；法国、德国、荷兰和

捷克等国把 6 月 15 日定为向特定邻近

国家开放边界的目标日期。

德国政府还决定，将从 6 月 15 日起

取消针对欧盟（除西班牙外）成员国的旅

行警告， 旅行警告将由针对个别国家的

旅行建议取代。

旅游业是欧洲多国的重要产业，因

疫情遭遇重创。 负责经济事务的欧盟委

员真蒂洛尼上月预估， 今年欧洲旅游业

恐损失 40%收入。 所以，欧洲多国期望

重振旅游业及时止损， 同时为即将到来

的夏季旅游旺季创造条件。

希腊计划从 6 月 15 日开始接待包

含中国在内共 29个国家的游客。 希腊政

府表示在旅游旺季将减免交通工具税费。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宣布， 自 7

月起将重新对外国游客开放。

欧盟于上月制定了从 6 月中旬开始

分阶段重启旅游业的计划， 但表示仍需

在采取严格措施的前提下开展，例如，禁

止来自新冠感染率较高国家的公民入

境， 或入境后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

自我隔离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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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发布使用口罩最新指南

就哪些人群应佩戴口罩、何时佩戴等给出建议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5日电 （记者刘
曲）世界卫生组织5日发布使用口罩预防

新冠的最新指南， 就哪些人群应佩戴口

罩、 何时佩戴以及口罩应使用何种材料

等给出最新建议。

相对先前版本，新指南建议，在疫情

广泛传播的地区， 所有在卫生临床区域

工作的人员都应佩戴医用口罩， 而不只

是与新冠患者直接接触者。例如，医生在

没有收治新冠确诊患者的心脏病科或姑

息治疗病房巡视时，也应佩戴医用口罩。

新指南还建议， 在出现新冠社区传播的

地区，60岁及以上者，或患有其他疾病的

人群， 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应

佩戴医用口罩。

世卫组织还更新了针对出现新冠社

区传播地区的口罩使用指南， 建议各国

鼓励公众在病毒广泛传播和难以保持社

交距离的地方佩戴口罩， 例如在公共交

通工具、商店及其他封闭或拥挤环境中。

新指南还根据研究结果更新了关于

织物口罩材料成分的信息。 世卫组织建

议织物口罩应至少由三层不同材料制

成， 并对每一层使用何种材料给出具体

说明。同时，指南提供了如何清洗和保养

织物口罩的指导。 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口

罩，指南还提醒，如果用不干净的手来调

整或反复摘戴， 且不洗手， 就有感染可

能。口罩还会给人虚假的安全感，导致人

们忽视手部卫生和保持安全距离等。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 仅靠

口罩并不能保证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口

罩只是抗击新冠综合措施的一部分。 各

国应对新冠的基本措施必须是“发现、隔

离、检测和护理每一个病例，并追踪和隔

离每一名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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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欧第四轮谈判未取得突破

6 月 5 日， 英国和欧盟为期 4 天的

第四轮贸易谈判结束。 欧盟“脱欧”事务

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坦言， 本周谈判没

有取得实质进展。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巴尼耶

称，分歧体现在渔业、公平竞争、新双边关

系的管理和警力合作这四个关键领域。

本月晚些时候， 英国首相约翰逊将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高级别

会谈， 决定英国是否在 7 月 1 日前向欧

盟申请延长过渡期， 并决定是继续谈判，

还是放弃谈判。 因此， 这场高级别会谈

被视为打破英欧贸易谈判僵局的关键。

据英国《每日邮报》透露，英方愿意

在一些关税问题上做出调整， 以换取欧

盟在公平竞争规则方面对英国让步。

巴尼耶称， 预计双方谈判代表将在

6 月底或 7 月初重回谈判桌， 开启欧洲

疫情暴发后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政客”网站预计，欧盟打算在 10 月

15 日至 16 日的欧盟首脑会议上完成谈

判， 以便欧洲议会和英国议会在 12 月

31 日过渡期结束前有足够时间通过英

欧之间达成的新协议。

■本报记者 吴姝

■本报见习记者 沈钦韩

6 月 6 日， 游客在法国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的镜厅内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允许我航司每周运营两班往返客运航班

美国运输部宣布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5 日电 美国

运输部 5 日宣布， 允许中国航空公司每

周总共运营两班往返中美的定期客运航

班，即刻生效。

美国运输部表示， 根据中国民航局

4 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

知， 美国每家航空公司从 6 月 8 日起每

周可运营 1 班往返中美的客运航班。 此

前美联航和达美航空公司已向中国民航

局申请复飞中美航线。

鉴于此， 美国运输部决定修改 3 日

发布的禁令， 允许中国航空公司每周总

共运营两班往返中美的客运航班， 与中

国民航局批准的美国航空公司运营航班

数相当。

美国运输部曾于 3 日宣布， 自 6 月

16 日起暂停所有中国航空公司往返中

美的客运航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 4 日表示，中方对此感到十分遗憾。中

国民航局同美国运输部一直就两国航班

安排保持着密切沟通， 希望美方不要为

双方解决问题制造障碍。

澳禁止悉尼举行反种族歧视集会
由于集会规模或远超疫情防控限制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 5

日裁定， 首府悉尼 6 日不得举行大规模

反种族歧视集会， 理由是大规模聚集可

能促使新冠病毒传播。

反种族歧视集会原定 6 日在悉尼及

其他多个城市举行， 以呼应美国爆发的

同类抗议示威活动， 同时抗议澳大利亚

土著遭受不公对待。

疫情暴发后， 澳大利亚各地出台防

控措施，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限制聚

集人数。悉尼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城市，

当地警方原本批准 6 日集会， 但由于集

会规模可能远超预期， 警方取消决定并

向法院申请禁令。

多家媒体报道， 预计总计大约 5 万

人 6 日将参加澳大利亚各地的集会，预

计 5000 至 1 万人将参加悉尼的集会。

澳大利亚政府呼吁民众以防疫为

重， 现阶段不要上街聚集。 总理莫里森

说，“不要拿你们的健康冒险”。卫生部长

亨特告诫道， 如果疫情在反种族歧视集

会期间蔓延，不可能追查到所有参加者，

“在这个时候，任何大规模聚集都是在拿

人命作赌注”。

法官德斯蒙德·费根 5 日说，保持社

交距离的措施是澳大利亚 “把疫情扩散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关键因素”，集会应

推迟到更加安全的时候举行。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

警告说 ，州政府 “永远不会允许数以千

计人公然违反”防疫规定。 州警察局长

米克·富勒同样警告，如果示威者拒绝按

照警方命令撤离，将面临逮捕、起诉或处

以罚金。

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

人警察压迫颈部后死亡，在美国全部 50

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引发反种族歧视抗议

示威。 抗议示威活动同时引发美国新冠

疫情恶化的担忧。

澳大利亚的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不

仅呼应美国民众， 且表达对澳大利亚土

著居民多年来遭歧视的不满。

大约 2000 名民众 5 日走上首都堪

培拉街头，手持“土著的命也是命”等标

语。土著人长老玛蒂尔达·豪斯发表讲话

说：“澳大利亚人必须了解， 美国发生的

事情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发生。 ”

土著居民占澳大利亚总人口大约

2%。 然而，监狱在押人员中，土著人占

27%。 澳大利亚政府上月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 ， 土著青年比其他族裔更易

遭拘押或司法监控。 另外，死亡在押人

员中 ，土著人占大约 20%；过去 30 年 ，

超过 430 名土著人在警方羁押或在监狱

中死亡。

“我们不是为美国发生的事跟风，”

堪培拉抗议活动参加者温迪·布鲁克曼

说，“我们是为土著人的遭遇呐喊。 ”

“我无法呼吸”是弗洛伊德遭警察用

膝盖压住颈部时发出的呼救声， 也是澳

大利亚 26 岁土著青年戴维·邓盖伊死前

的呼喊。患有精神疾病的邓盖伊 2015 年

在一座监狱医院中遭 5 名看守强行按住

以注射镇静剂。他多次喊“我无法呼吸”，

最终昏迷并死亡。

惠晓霜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