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曹 甲

美术编辑/安 琪 本版校对/周广玲 07时局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声明
王海稳丢失警官证，警号：3715222，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2020年7月24日在泰安市岱岳区粥店办事处黄草岭同花沟捡拾

一名男婴，后该男婴被韩青抱回家抚养至今，取名翟瑞泽。请孩子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身份证与韩青联系，联系地址：粥店办
事处大官园社区39号楼。联系电话：13468059975。

泰安市公安局岱岳分局粥店派出所
2022年1月24日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日宣布：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25日在北

京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
周年视频峰会。

新华社洛美1月24日电（记
者 田耘）瓦加杜古消息：据当地
媒体24日报道，布基纳法索总统
卡博雷已被军人扣押。

当地一家电台报道说，“总统
卡博雷已被军人扣押。”

另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
息人士向新华社记者透露，卡博

雷被扣押在一个军营。
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和

其他几个城市的军营23日清晨
传出激烈枪声。政府发言人事后
曾发表声明，确认当日某些军营
发生鸣枪事件，但社交媒体上关
于发生军事政变的传闻为不实消
息。

新华社苏瓦1月24日电（记
者 张永兴）中国政府援助汤加
救灾物资24日从斐济首都苏瓦的
渔船码头启运。

记者在码头看到，两艘中国
中水集团公司的渔船上满载着救
援物资，包括饮用水、应急食品、发
电机、水泵、电锯、个人防护和医疗
用品等。这批救援物资大部分为
中国驻斐济使馆筹集，其余一部
分则由在斐济的中资企业捐赠。

中国驻斐济大使钱波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和
包括汤加在内的南太平洋岛国是
全面战略伙伴，只要这些国家需
要帮助，中国不会缺位，将提供力
所能及的支持。相信在国际社会
的帮助下，汤加一定能够战胜灾
难，重建家园。

中国中水集团驻南太区域代
表曹永俊向记者表示，18名船员
已经整装待发，将保证完成好这
次运送任务。这两艘船估计将于
27日抵达汤加。

中国政府向汤加提供的
援助物资从斐济苏瓦启运

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
被军人扣押

新华社华盛顿1月 23日电
（记者 邓仙来 高攀）美国国务
院美东时间23日晚发表声明说，
即日起，授权美驻乌克兰大使馆
的政府工作人员自愿从大使馆所
在地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要求
相关人员家属必须撤离。

根据声明，美驻乌大使馆的
政府工作人员可根据自身意愿选
择是否撤离，但其家属必须撤
离。美国务院将在未来30天内
对撤离情况进行评估。

声明说，鉴于“俄罗斯对乌克
兰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威胁增
加”，美国务院将赴乌克兰的旅行
建议继续维持在“请勿前往”级
别。此前因当地新冠疫情恶化，
国务院曾发布“请勿前往”乌克兰
的旅行建议。

声明称，美国务院作出上述
决定是基于“俄罗斯继续试图破
坏乌克兰国内稳定，并危害乌克
兰公民以及在乌访问或居住的外
国公民人身安全”。美国务院正
就相关情况与乌政府进行磋商，

并与美国盟友及其驻乌克兰大使
馆协调行动。

声明说，美驻乌大使馆将继
续正常运作，美方人员撤离乌克
兰并不改变美政府在乌克兰问题
上的立场，美政府将继续通过外
交途径缓解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
地区紧张局势。

近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
加速恶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
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美
国、乌克兰和北约声称俄罗斯在
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
有“入侵”之势。俄方予以否认，
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边境安全，
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
领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1日
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瑞士日内
瓦举行会谈。拉夫罗夫在会后举
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没有
入侵乌克兰的计划，美国和西方
国家炒作乌克兰危机是为了掩盖
其对乌克兰的军事拉拢，以继续
侵蚀俄安全空间。

美国务院授权美驻乌使馆
工作人员自愿撤离

习近平将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
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近
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写的《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报 告（2020 －
2021）》一书已经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报 告
（2020－2021）》一书对《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实施情况和试点示范情况做了全
面评估，并围绕提高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质量、完善城镇化空间
布局、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健全城
市治理体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五个方面，集中总结推出新型城
镇化试点示范等地区的140项典
型做法，有助于各地推广、实践。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20－2021）》出版发行

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
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默里近日在
英国《柳叶刀》杂志在线发表一篇评
论预测，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将结
束。但此前一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说，新
冠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新的变异毒
株有可能会出现。

正在肆虐的奥密克戎毒株能否
成为“终结”新冠大流行的变异毒株，
仍存争议。多位流行病与公共卫生
领域权威专家强调，只有全球聚力、
携手跨越免疫鸿沟，人类才会尽快走
出疫情阴霾。

奥密克戎会是最后的毒株吗？

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流行毒株。
由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和低致病
性，一些科研人员推测这可能预示疫
情“终结的开始”。但也有专家指
出，新的变异毒株可能随时会在世界
各地出现，疫情发展趋势仍存在不确
定性，因此更需要全球协作，密切
监测。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日前举行的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指
出，由于新的变异毒株随时可能出
现，未来变数仍很大，因此奥密克戎

能否成为“终结”大流行的毒株，仍是
一个“开放性问题”。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
官理查德·哈切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警告说，只要病毒传播率很
高且存在未受保护的群体，就会创造
一个有可能出现病毒变异的环境。
这正是奥密克戎毒株出现的情景。
哈切特认为，病毒会不断进化，不可
预知的病毒有可能在任何时间造成
大流行。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
院新发传染病教授安妮莉丝·怀尔
德-史密斯指出，奥密克戎毒株一定
不是最后一个变异毒株，随着病毒高
速传播，很可能再次出现“需要关注”
的新毒株。她说：“最好的情况是，病
毒的致病性进一步减弱，但世界需要
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新冠疫苗项
目负责人卡特里娜·波洛克近日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谈论下一个毒
株还为时过早，但需要对新冠病毒变
异开展全球监测和全球合作。

新冠大流行是否会成“地方病”？

新冠大流行是否会演变为“地方
病”也是专家热议的话题。大流行指
疾病蔓延到多个国家或大洲并感染
大量人群，地方病则指具有地区性发
病特点的一类疾病。

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传
染病流行病学教授戴维·海曼认为，

新冠正在成为“地方病”，并且会继续
流行一段时间——就像其他冠状病
毒一样，“有四种冠状病毒已发展为

‘地方病’”。
哈切特认为，流感是“地方病”，

流感病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每
年都会引起流行病。从长远来看，新
冠病毒会表现得更像流感病毒一样，
它会继续传播，会不断进化。

福奇认为，“地方病”是对社会秩
序没有破坏性但并未被消除的传染
病。福奇将大流行分为5个阶段，即
大流行、减速、控制、消除、根除，迄
今人类只根除过天花。“世界不会将
戴口罩作为正常的状态。所谓的新
常态意味着更好的控制。”他指出，新
冠病毒不会完全消除，但人们需要将
其控制到“不会破坏我们正常的社
会、经济和其他活动”。

怀尔德-史密斯认为，现在说新
冠是“地方病”为时过早。世卫组织
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
则认为，“地方病”并不意味着变得更
好，它只是意味着它将长期在一个地
方出现。

何时能宣告新冠大流行“终结”？

《柳叶刀》的文章预测，新冠疫情
将持续存在但全球大流行很可能在
不久后结束，关键时间点是今年 3
月，届时全球一半人口将感染奥密克
戎毒株，加上疫苗接种，人类将建立
免疫屏障。

谭德塞则强调，大流行远未结
束。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
内以惊人速度传播，新的变异毒株有
可能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跟踪和评
估（病例）依然至关重要。

“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与两年前不
同，”怀尔德-史密斯认为，“新冠疫
情暴发初期，全球约77亿人口对这
种病毒毫无抵抗力，而现在，全球约
超过50%的人口已经完全接种了疫
苗。我们将有一个更好的夏天。”但
她同时警告说，我们需要对大流行病
的防范做出全球反应，需要加强
沟通。

波洛克说，“我认为大流行今年
不会结束，但通过科学研究和全球协
调努力，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好的
阶段”。

哈切特对记者说，如果说 2021
年应对疫情的最大挑战是疫苗产量，
那么 2022 年可能就是公平分配问
题。波洛克认为，新型疫苗和诊疗工
具是帮助控制大流行的重要工具，变
异毒株出现证明加强疫苗研发，特别
是加强可应对变异病毒的疫苗研发
的必要性。此外，还应加大对新疗法
的研究和开发等。

瑞安说：“我们需要做的是降低
新冠发病率，让我们的人口最大限度
地接种疫苗，这样就不会有人死
亡。”他总结说，这才是大流行的
终结。

新华社伦敦1月23日电

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共
和两党140余名议员向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致联名信，呼吁扩大对中国输
美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范围，以帮助
美国企业从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
中断等风险中复苏。越来越多美国
人意识到连续对华加征高关税带来
的负面影响。

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在对
待盟友、处理气候变化等方面对前任
政策做出调整，但在对华经贸方面却
沿袭旧例，继续挥动关税大棒，让贸
易争端又持续了一年。不过，这一年
里中美两国间的经贸联系不但没有
像一些美国政客鼓噪的那样“脱钩”，
相互依存反而加深。去年，中国对美
贸易额同比增长近三成达到 7556 亿
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历史和现实其实都在提醒美国
政府：美国不要再抱着“加征关税”这
个已成自身镣铐的所谓“大棒”不放
了，应顺应历史潮流尽快让中美经贸
交流重回正轨。

应该看到，美国继续加征高关

税，不利于美国。受美国消费者在大
流行病期间大量购买消费性电子产
品、健身器材和其他主要由中国制造
的商品推动，近年来中美贸易持续走
高。但由于关税大幅提升，美国消费
者不得不掏更多钱购买各类必需
品。对华加征的关税都被转嫁到了
美国消费者身上，成为套住美国人民
的枷锁，成为限制美国发展的镣铐，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曾表示，关税对
美国经济没有帮助，“关税是对消费
者收的税。”去年12月，美国物价创近
40 年来最大涨幅。在通胀持续居高
不下、生活成本接连上升的形势下，
取消加征关税符合美国消费者的根
本利益。

更应该看到，美国继续加征高关
税，虽也不利于中国但影响正越来越
有限。加征关税、经贸施压，让不少
中国企业从中感受到了切实的压力，
但中国在几十年中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链和价值链，“世界工厂”的地位难
以撼动。“中国制造”价格有优势，质
量有保证，供给能稳定……凭借种种
特质，中国生产的商品赢得了包括美
国在内的全球青睐。中国外贸稳中
提质，取消高关税这道人为设置的羁

縻后，中国的生产能给中美两国公司
和民众带来更多机会和实惠。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继续加征高
关税，不利于世界。中美两国经济总
量超世界三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也超过一半。作为全球最大的
两个经济体，中美健康良好的经贸关
系影响世界。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称，面对新冠
病毒变体的“新威胁”以及不断加剧的
通胀、债务和收入不平等，未来两年全
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全球增长如果后
继乏力，更需要大国展示责任和担当，
携手互助、拉动增长，共渡难关。

既然加征关税让多方受损，那是
谁从高关税中受益呢？答案是一小
部分美国政客和利益集团。从经贸
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加征高关税等
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取得他们想要的
效果。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以来，没多
少美国企业迁返本土，更没有打击到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国的贸易规模
在全球的占比反而达到历史峰值。
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目前在美国已
经不是一个经贸议题，而是一个内部
的政治议题和社会议题。当前美国
政府把处置国内种种问题不力的责

任归咎于外部因素，把对华贸易当作
一个转移压力的政治话题。美国政
府既要为今年的中期选举积攒政治
筹码，又要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寻
找替罪羊，因此抱住对华经贸话题紧
紧不放，不惜让美国民众和全球经济
付出更大代价。

中美双方发展经贸关系的诉求
是互利共赢。虽然美国政府用关税
筑起壁垒，但挡不住真实需求的流
向。美国国内不断有声音呼吁政府
恢复与中国谈判并取消关税。美国
税务基金会发表分析文章认为，额外
关税为美国制造业平添了高达800亿
美元的额外成本，对美国经济造成巨
大负面影响。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所说，特别是在当前通胀形势下，
取消加征关税符合中美两国消费者
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经
济恢复。

中美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打压
难以阻断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经贸
往来，合作中谋取双赢乃至全球共赢
是顺应趋势的必然之选，美国是时候
放下自己制造的历史包袱取消加征
关税，给贸易争端画上句号了。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奥密克戎毒株
能否“终结”新冠大流行

“大棒”已成自己镣铐

美国该和加征关税说再见了

购新衣 迎新年

1月24日，苗族青年在尖山村一家民族服饰厂选购苗族服饰。
春节临近，贵州省毕节市竹园乡尖山村苗族群众来到家门口的民族服饰

厂，选购自己喜爱的民族特色首饰、服饰，喜迎新年。
新华社发

1月24日，市民在昆明斗南花卉市场选购鲜花。
春节临近，云南省昆明市斗南花卉市场鲜花销售逐渐升温，蝴蝶兰、百合、

玫瑰等鲜花供应充足，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新华社发

春节近 鲜花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