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指出，日本新冠疫情不斷擴
大，在東京等地實施的緊急狀態

勢必延長，該報因此要求菅義偉「冷靜
地、客觀地觀察周遭狀況，做出今年夏天
停辦（東奧）的決定」。社論又提到國際
奧委會副主席科茨上周五一席「令人驚
訝」的發言，當時科茨說到即使東京處於緊
急狀態下，也會如期舉辦奧運，社論認
為，這種「沒有提出任何理據」堅持
要辦到底的說法，讓日本國民感覺
國際奧委會非常「自私」。

醫療無法負荷 促看清現實
社論指出，包括一眾運動

員在內，很多人為了舉辦奧
運付出無數努力，若然考慮
到這一點，自然無論如何都希
望避免停辦。不過舉辦奧運與
否的最重要考慮因素，應該是
民眾生命與健康，社論認為現時
無法保證舉辦奧運時疫情已平息，
反而更要擔心變種病毒擴散，指出奧運
舉辦時，預料將有超過9萬名外國人入境日
本，即使不開放觀眾入場，連同義工等工作人員在內也
會有10多萬人雲集東京，在活動結束後再返回各自國
家，「無法避免這種從世界各地將病毒帶進來，然後再
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
雖然國際奧委會與東京奧組委多番重申會做好「檢

驗與隔離」，並強調已用這種方式舉辦過多場國際大
型比賽，但社論指出，奧運與一般體育賽事規模完全不
同，直言「防疫無法容許任何賭注」，尤其東京及鄰近
各縣正面對疫情導致的醫療系統緊張問題，根本無法優
先為奧運相關人士提供醫療服務。「現實就是，（東奧）
距離安全且安心的狀況還很遙遠。」

違背奧運精神 批淪政治工具
社論也說，在疫情肆虐下，有些選手無法參加預選，順利接種疫

苗與難以取得疫苗的國家差距明顯，當然也會影響選手練習與比賽表
現，讓奧林匹克憲章理念形同具文，「這樣也要辦奧運的意義何
在？」
社論最後指出，日本政府一直以「復興奧運」作為東奧主題，但如今

日本就連「戰勝疫情」這個評價也保不住，奧運儼然已淪為執政自民黨
維持政權及助選的工具，完全無視國民的反對聲音。社論表示，希望菅義
偉、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等人能好好思考，強行
舉辦一場造成社會分裂、不受多數人祝福的東奧，「會得到什麼、又會失
去什麼？」

發聲明補充：僅編輯部意見
日本傳媒報道，東京奧運的贊助合約共分為4種等級，6間有份贊助的媒體

分屬不同等級，其中《朝日新聞》屬第3級的「官方合作夥伴」，贊助金額約
60億日圓，同一級的還有《讀賣新聞》、《每日新聞》與《日本經濟新聞》，
另外兩家媒體《產業經濟新聞》和《北海道新聞》則屬第4級的「官方贊助
商」，贊助金額約15億日圓。除《朝日新聞》外，其餘5家媒體至今都未就應否
繼續舉辦奧運表明立場。
值得一提的是，《朝日新聞》社論刊出後不久，該報就在官網發聲明，表示社論

屬於編輯部獨立意見，該報將會繼續作為「官方合作夥伴」參與東奧相關活動。
●綜合報道

「最重要是人民生命」 或掀贊助商打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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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金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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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央
災難安全
對策本部會
議，並發布
關於支援疫
苗接種者恢復
日常生活的方
案 。 根 據 方
案，已接種首劑
疫苗人士於下月
1日起，可豁免直
系家屬聚會上限8
人的規定；7月起
在公園等室外空間
可不戴口罩，使用室
外公眾設施或參加宗
教活動時，可不受聚
集人數限制。完成兩劑
疫苗接種者在參加私人
聚會，以及使用餐廳、
咖啡廳等室內公眾設施
時，同樣不受人數限制。
金富謙表示，計劃9月底

為70%國民完成首劑疫苗接
種，之後會全面調整防疫標
準，並考慮在實現群體免疫
後，放寬在室內佩戴口罩的方
案，政府今後將視疫情形勢，
彈性調整部分防疫措施，若民
間機構也能向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者提供優惠活動，將有助克
服新冠疫情。他同時呼
籲，一旦防疫意識有所
鬆懈，疫情必將捲土
重來，希望國民繼續
保持警惕，積極配
合政府的防疫工
作。

放寬領域風險低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

第一次長、保健福祉部長官權
德喆同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政府將繼續研究接種獎勵方案，期

望7月起提供更多獎勵並提高接種率。
分析認為，政府此舉旨在幫助民眾恢復日常

生活，同時提高疫苗接種率。權德喆表示，60歲以上
人群打第一針後，預防效果可達90%，即使感染病毒也
能避免引發重症和死亡，家人間傳播率也較未接種者
低45%。
有意見擔心放寬防疫措施將導致傳播率增加，中
央應急處置本部戰略企劃組長孫映萊稱，政府以感
染風險較低的領域為主研討放寬防疫措施，今後
將視接種情況及效果，分階段調整防疫措施。

●綜合報道

美國財政部25日更新地方政府使用抗疫撥款的指引，
准許各州份透過舉行抽獎和派發現金等活動，增加居民接種新冠疫
苗的誘因，藉此推高接種率。但當局同時指出，這類優惠活動的成
本，需與預期在公共生方面帶來的好處「合乎比例」。
俄亥俄州州長德萬早前推出大抽獎，每周抽出一名接種疫苗的幸運

兒，派發100萬美元獎金，當地多個縣的接種率其後增加一倍，州內近
半數成年人已完成接種，令接種率原本落後全國平均值的俄亥俄州，現
時與其他州份看齊。由於俄亥俄州的抽獎計劃成功，馬里蘭州、紐約
州、俄勒岡州、科羅拉多州和特拉華州亦紛紛推出類似項目。聯合航空
則表示，將為已打針的旅客提供可贏取免費機票的機會。

本地遊增 航空業漸復甦
另外，白宮官員25日表示，全國已有過半數成年人口完成接種新冠疫

苗，總統拜登現時目標是在7月4日國慶前，為70%成年人口打至少一針。雖
然美國仍禁止大部分國家的旅客入境，但疫情緩和令本地出遊人數上升，航
空公司計劃增加國內航班，並期望盡快恢復國際旅遊。
CDC 25日還公布有關疫苗效用的數據，指出在1月至4月間，共有逾1.02萬

名完成接種14天以上的人士染疫，感染
率僅約0.01%，當中有706人住院和132人
死亡，是該段時間整體完成接種人數的
0.0007%和0.0001%，可見疫苗能有效預防
感染、減低住院和死亡的風險。
運輸安全管理局（TSA）亦指出，由於出

入機場人數上升，計劃在國慶假期前再聘請
1,000名員工處理。 ●綜合報道

日本福岡市一名確診新冠肺炎的30多歲女
子，在居家隔離期間被發現倒斃住所內，現場
留下一張字條，顯示她憂慮將病毒傳染給身邊
的人。警方初步研判疑為自殺，民間團體呼籲
給予身邊染疫親友心理支持與協助。
據《讀賣新聞》報道，家屬本月21日無法聯

繫上這名女子，因此致電119求助。急救人員
及警察趕到現場後，發現她已在家中死亡。據
悉死者得知自己確診後，對有她的同事也確診
感到震驚，並對友人說「該不會是被我傳染
吧」，為此感到苦惱。
為染疫後飽受歧視或苦惱民眾開設諮詢熱線

的非牟利組織World Open Heart表示，持續接
獲有患者對自己染疫而受到身邊人士責備，或
是痊癒後重回職場或學校時受到疏遠感到沮
喪。該組織代表阿部恭子說，雖說誰都有可能

染疫，但部分人背負極大的罪惡
感，甚至可能出現「沒有我會比較
好」的想法。阿部稱，希望身邊的
人理解當事人這樣的心情，給予心理
上的協助與支持。

新增119宗重症 歷來最高
另一方面，日本厚生勞動省宣布，日

本26日新增119名新冠重症患者，累計
達1,413人，再創疫情爆發以來新高，而
日本從本月1日起，重症患者數目已連續
26天超過1,000人。據時事通訊社報道，日
本政府或於28日決定延長包括東京都在內
的9個都道府縣「緊急事態宣言」實施期，
從原本的5月31日延長至6月20日。

●綜合報道

馬來西亞第三波新冠疫情仍然嚴峻，
26日錄得7,478宗確診個案，是去年疫情
爆發以來最高。生總監諾希山表示，未
來兩周將是關鍵，預計確診個案會持續上
升，呼籲民眾遵守防疫指引。
而生部數據顯示，25日共有逾9.5萬人

打針，是至今最高的單日接種人數，當局已
加快接種工作，包括將12間私家醫院設為接種
中心，並正商討是否在高風險地區設置流動接
種點。
馬來西亞單日新增確診已連續6天超過6,000

宗，26日的個案中大多來自雪蘭莪州和吉隆坡，佔
全國新增病例約40%。馬來西亞公共生醫生協會
主席扎因表示，官方數字未能反映真實情況，指出
很多無症狀患者未做檢測，相信實際感染人數會更
高。
扎因建議可仿效英國和新加坡的做法，延長兩劑
新冠疫苗相隔接種時間，爭取在短時間為更多民眾
打針，相信能有效令個案回落。馬來西亞醫學會主
席蘇巴馬廉指出，雪蘭莪州政府已批准私人企業自
行購買疫苗為員工接種，建議其他州份也可實施同
樣政策。 ●綜合報道

憂傳染他人 日染疫女子疑自殺亡

大馬私院變接種中心 破紀錄一日近十萬人打針

抽獎大增接種率 美允用政府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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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蘭州推出接種馬里蘭州推出接種
大抽獎大抽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本醫療系統恐不能
應付奧運。路透社

●東京醫療系統
緊張。 路透社

●示威者批評強
行舉辦東奧危害
人命。 網上圖片

●日本社會反對
舉辦東奧情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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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社論引
起極大迴響。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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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國 際 新 聞5 東南亞版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責任編輯：魯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