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卡洛：為何要他人承擔風險？
在弗吉尼亞州衞生部負責追蹤密切接觸者的麥卡洛，疫情期間遵守防
疫規定，一直居家辦公和佩戴口罩，只與少數親友接觸。他更在符合接
種疫苗條件後第一時間打針，但疫情升溫讓他對生活恢復正常的期望落
空，「我做了我需要做的事，是自私的人讓我承受這些後果。」他直言
個人自由在美國被放大，不打針的人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卻要其他人
承擔風險。

希爾德雷思：多久才能正常生活？
39歲的希爾德雷思希望接種疫苗後，能盡快回到疫情前的生活，前往
現場欣賞演唱會和體育賽事。他打好針並嚴格遵守防疫令，如今卻不知
何時可恢復正常生活，他感到憤怒和失望，「疫情像永不會結束。」

托爾福德：為何你也能享受解封好處？
托爾福德居於加州北部的保守派社區，當地居民普遍反對接種疫苗。
托爾福德直言這種抗拒態度，是受到社媒的疫苗虛假訊息影響，「他們
繼續在社區播疫，為什麼這些不顧公眾利益的人，也可享受解封的好
處？」

格雷夫斯：為何仍到處出行？
64歲的格雷夫斯完成接種後，終於放心乘搭長途巴士，前往康復中心
探望男友。然而疫情反彈後，中心收緊限制，格雷夫斯無法再探望男
友，「我不知道何時再見到男友，令我很生氣。」她不滿一些人拒絕打
針卻到處出行，增加播疫風險，自己也擔心會染疫。

拉科萬：為什麼要影響孩童？
拉科萬和妻子完成接種疫苗後，終於可以為年幼兒子舉行生日派對，
一家人也可外出遊玩。如今疫情反彈，拉科萬的孩子還未能打針，他不
敢帶孩子前往人群密集場所，「我不滿明明可以打針卻拒絕接種的人，
他們的自私影響了我的孩子。」

穆爾：強硬態度有什麼好炫耀？
38歲的穆爾與妻子育有兩名分別9歲和7歲的孩子，他和妻子已接種疫
苗，相信即使染疫，重症風險也不高。最擔心是孩子還未符合接種條件，
無法獲得疫苗保護，一旦染疫恐有長遠影響，「一些人不肯打針，還炫耀
自己態度如何強硬，這些人如此自私，阻礙其他人恢復正常生活。」

布賴恩：為何不顧及他人？
任職心理治療師的布賴恩打好針後，原本計劃與家人一起參加連串活
動，結果因疫情反彈，夏令營和演唱會均取消，使她大失所望，對拒絕
打針的人尤其不滿，「我已打針和做足防疫措施，我的祖母曾教導我要
顧及他人，但我看見一些人並非這樣做，他們可以接種時卻不打針，難
道我們不是都希望生活盡快回復正常嗎？」

鮑爾：依賴別人有什麼值得尊重？
66歲的鮑爾已經退休，原本計劃今年底前往英格蘭探望姻親，不過美
英兩國近期疫情升溫，她能否出發仍是未知之數。鮑爾斥責那些炫耀自
己堅拒接種的人自私，根本不值得尊重，「他們只是依賴其他人做他們
應做的事。」

布羅奇斯：為何屢勸不聽？
退休教師布羅奇斯表示，她最近毫不猶豫讓12歲兒子接種疫苗，亦一
直告訴朋友打針的好處，但任憑她費盡唇舌，一些人仍拒絕打針和戴口
罩，「我很沮喪，感到心力交瘁，我無法再繼續解釋戴口罩和疫苗的保
護作用。」

哈蒙：你知道你會影響身邊人意願嗎？
64歲診所社工哈蒙認為，一人拒絕接種疫苗或會影響身邊人的意願，
「眼見一個人染疫風險較高，他或她的配偶染疫風險更高，這實在令人
沮喪。」哈蒙也透露自己雖已盡力，但仍未能說服自己的兄弟接種疫
苗，讓她非常難過。

斥拒打針者自私
美接種者十質問

美國已有逾60%成年人口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然而仍有不少民眾

不

願打針。隨着最初在印度發現、傳染力更強的Delta變種病毒擴散，

美國疫情再度反彈，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需重新收緊防疫

指引，民眾恢復正常生活的希望亦落空。許多早已打針的民眾，

紛紛埋怨一些人至今仍不願打針，直言這些人自私自利，未有

做好本分，任由疫情擴散，更令暫時無法打針的兒童等弱勢

群體面對更大染疫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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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至今仍有約40%民眾未
接種新冠疫苗，當中部分人堅拒打
針，另有一些人則繼續持觀望態度。
《紐約時報》引用美國健康智庫「凱澤
家族基金會」6月的調查，發現在拒絕接
種疫苗的群體，以中年白人佔比較高。不
論拒絕打針還是持觀望態度的群體，大多
數人的教育及收入水平偏低，政治立場傾
向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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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曾一度緩和，多地開始放
寬防疫措施，然而近期疫情反彈，不少已
接種疫苗的民眾，面對防疫措施再度收
緊，均埋怨拒絕打針的人。醫學專家指
出，許多民眾都相信大規模打針能讓生活
盡快步入正軌，如今希望落空，民眾流露
不滿情緒及歸咎拒絕打針人士可以理解。

抗疫疲憊帶來負面情緒
美國心理協會首席科學家普林斯坦表
示，抗疫就像一場長跑，「當人們覺得自
己終於接近衝線，此時終點線卻被移至更
遠位置，自然感到失望。」普林斯坦指
出，專家理解民眾為何如此不滿，「這種
憤怒情緒是在抗疫帶來疲憊、焦慮、不安

和嚴重分歧中產生，這些因素非常真實，
亦令人非常擔憂。」
部分公共衞生專家指出，接種疫苗的民
眾已獲保護力，但他們卻較未接種者更擔
心疫情威脅，因此將矛頭指向拒絕打針者
的自私態度，認為他們是引發疫情升溫的
始作俑者。亞拉巴馬州州長艾維最近亦歸
咎未打針人士，「他們正選擇一種自我傷
害的可怕生活方式。」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健康中心首席醫療
官庫馬爾也提醒，勸說民眾接種疫苗應循
循善誘，而非採用激進措辭：「我們的目
標是向他們說明，為何疫苗非常重
要。至少根據現有經驗，疫苗能
讓染疫者病徵更輕微。」

「現民憤可理解」
專家提醒應循循善誘

●美國社會對疫苗分歧
愈趨加劇，圖為佛羅里
達州一名完成接種的居
民。 路透社

●●得州政府在美得州政府在美
墨邊境設置接種墨邊境設置接種
中心中心，，為墨西哥為墨西哥
人打針人打針。。 路透社路透社

●反疫苗示
威者嘲諷白
宮傳染病專
家福奇，形
容他只顧藥
廠利益。

網上圖片

●●紐約中央公園有兒童參紐約中央公園有兒童參
與反防疫示威與反防疫示威。。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不少
人仍然拒絕
打針，被指
自私自利。

路透社

●民眾希望透過
打針恢復正常生
活。 路透社 美國新冠疫情因Delta變種病毒肆虐急速反彈，其

中佛羅里達州上周五錄得逾2.1萬宗確診個案，是當
地自疫情爆發以來的單日新高，佔全國新增病例約五
分之一，反映佛州已成為美國疫情的新震央。共和黨
籍州長德桑蒂斯一直拒絕頒布口罩令及強制接種疫
苗，但當地多個主題樂園已宣布，將要求員工和遊客
在室內佩戴口罩。
佛州上周四新增約1.7萬宗個案，翌日更增至逾
2.1萬宗，打破1月錄得的1.9萬宗單日確診紀錄，
反映疫情迅速擴散。衞生官員上周五表示，佛州確
診個案在過去一周增加50%，住院人數已接近去年
高峰。由於住院人數急增，州內最大醫療系統Ad-
ventHealth將暫停所有非緊急手術，確保有足夠資
源治療新冠患者。
德桑蒂斯稱近期確診個案增加，是由於天氣炎
熱，民眾大部分時間留在室內，冷氣系統導致病毒
擴散。德桑蒂斯一直拒絕強制民眾戴口罩和接種疫
苗，甚至立法阻止地方政府頒布相關命令，早前更
下令禁止學校要求學生戴罩。位於佛州奧蘭多的環
球影城度假村和海洋世界早前已要求員工戴罩，7
月31日再宣布遊客在室內也須遵守口罩令。

佛州逾2萬確診單日新高
州長拒頒口罩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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