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多數發達國家不同，Omi-
cron變種肆虐期間，美國死

亡人數正超過去年秋天Delta變種
疫情高峰，幾乎每日死亡人數都
逼近「911」恐襲受害人總和。美
國疫苗接種計劃也不盡理想，至
今只有64%人口完成接種，加強
劑接種率僅為48%。

打工仔無法定帶薪病假
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

學教授哈納吉指出，美國接種率
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許多
貧窮人口擔憂打針若導致副作
用，恐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工作生
活。約15%至20%未接種美國人
並非反對疫苗，但他們卻遲遲不
願去打針，「他們害怕錯過一次
發薪，害怕請假一天，僱主就會
解僱他們。」
美國經濟不平等程度是七國集

團（G7）最高，且沒有法律保障
的帶薪病假。哈納吉坦言，正是
對疫苗「有心無力」的貧窮居民
從事染疫高危工作，被迫面對染
疫威脅，「沒有帶薪病假絕對說
不通。若是真正關心打工仔，請
給他們病假，讓他們避免播疫，
保護工作場所安全，這非常容易
做到。」

濫藥槍案加劇醫療負擔
布朗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蘭

尼也批評稱，美國醫療系統支離
破碎，缺乏醫保人士更容易患上
長期疾病，且要等待更長時間才
能就醫，隨時可能錯過最佳治療
時機。加上藥物濫用及槍擊案頻
發問題不見改善，非染疫患者更
加劇醫療系統壓力，「這些潛在
問題在疫下無法掩飾，反而愈演
愈烈。」
醫學期刊《刺針》近期刊登研

究指出，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偏低
的國家，染疫率及死亡率多會偏
高。疫情爆發至今，美國社會撕
裂嚴重，政治分歧演變成防疫爭
端早已不是秘密，很多共和黨主
政的州份都拒絕實施強制戴口罩
等基本防疫措施，甚至連個案統
計也不再繼續。目前全美只有25
個州份正按照不同年齡段統計染
疫個案，其餘州份甚至沒有可靠
數據，記錄兒童等群體染疫情
況。

社會現「例外主義」心態
在蘭尼看來，美國社會缺乏對
政府信任，已經演變為惡性循
環，當局試圖推動防疫措施也處
處受到掣肘，「當局無法跟進檢
測計劃或收集疫情數據，針對性
安排防疫。民眾也不相信政府，
不願聽從戴口罩等建議，當然會
讓疫情更加嚴峻。」
面對現時困境，蘭尼認為只有

完善美國醫療系統，才能為日後
抗疫作好準備。但美國社會疫下
暴露的「例外主義」心理，讓哈
納吉非常擔憂，「一味相信『現
實就是我想要的樣子』，這是非
常美國化的想法。但病毒才不管
你是誰，病毒只在乎能不能感染
你。」 ◆綜合報道

美國自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已錄得逾90萬人死亡，

不論是死亡人數還是死亡率都位居發達國家首位，

即使新冠疫苗問世後，美國疫情也未如預期一般趨緩。當

地公共衞生專家分析稱，除了政府缺乏有效抗疫政策外，

美國社會嚴重不平等的問題亦是抗疫失敗禍根，民眾收入

不均、醫療系統混亂、政治分歧明顯，都讓僅僅依賴疫苗

的美國疫情變得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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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蕭桂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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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保支離破碎醫保支離破碎 貧民毫無保障貧民毫無保障 政治撕裂社會政治撕裂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成小智多倫多
報道）美國駐加拿大前大使海曼就跨境司機
示威反對強制接種疫苗，於社交媒體發文批
評美國一些激進政客涉嫌趁勢干預加拿大的

內部事務，其中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他
指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對美國和所有民主體
制構成威脅，並且認為美國任何團體都不應
資助加拿大國內的破壞活動。
曾在奧巴馬執政年代出使加拿大的海曼於

上周六表示，任何美國組織都不應該在任何
情況下資助加拿大國內的破壞活動。
美國眾籌組織GoFundMe表示跨境貨車司

機抗議行動變質，決定停止資助和把籌得款項
退回捐款者。這個公布立即觸發美國一些共和
黨議員抨擊，他們不滿GoFundMe半途而廢。
特朗普曾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是「左翼瘋

子」，不惜以瘋狂的防疫政策來摧毀加拿
大。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
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遭
反對政府強制疫苗政策的
跨境貨車司機「佔領」10天後陷入失控，市
長沃森周日宣布渥太華進入緊急狀態，並且
聲言渥太華現正面對前所未見的最嚴重緊急
情況，有必要尋求更上級政府的支援。沃森
強調宣布渥太華進入緊急狀態，反映出在市
中心大部分地區紮營的抗議者，已經對居民
的安全構成嚴重危險和威脅。聯邦政府堅持
強制疫苗政策不會改變，絕對不會向反對強
制疫苗政策的跨境貨車司機及反政府分子讓
步。
沃森指出，跨境司機抗議強制打針的示威

已經失控，而且性質變成全
面反對聯邦政府的抗疫政
策。大批民眾持續以巨型貨
車堵塞渥太華巿中心的道路
癱瘓交通，並包圍國會大樓
影響運作。沃森譴責示威者
的行為愈來愈滋擾民生，包

括長時間響號、放煙花甚至責罵
反對示威的民眾。被示威者騷擾
的民眾不斷投訴，要求渥太華政
府和警方盡速重建秩序。警方周

日還表示，任何試圖向抗議者和市中心500
輛汽車供應汽油或補給品等物品的人都可能
被捕。

尋求各地警區支援
市政府宣布渥太華進入緊急狀態，有助當

地警方尋求其他警區支援，免致繼續陷入勢
單力弱的困境。當地警方在緊急狀態令生效

後加強執法，包括可能會拘捕向示威者提供
物資的人。從周日開始，250名皇家騎警率
先增強渥太華警力，並且拘捕涉嫌違法分
子。渥太華警方表示他們已向示威者開出超
過450張告票，當中涉及發出過大噪音、闖
紅燈、在行人道上駕駛車輛和燃放煙花。另
外，警方正在進行近100項刑事調查，範圍
包括對公職人員發動電郵恐嚇。
在周日晚上，數十名全副武裝的警察抵達

渥太華東部考文垂路的棒球場停車場，該停
車場一直是市中心抗議者的集結地。抗議者
指出警方把儲存在停車場的燃料移走，截斷
在市中心停泊的貨車獲得燃料供應。根據當
地傳媒報道，警方拘捕一名站在停車場兩側
體育場和酒店屋頂的抗議者，抗議者被帶離
時曾大喊「恥辱」。

示威者揚言逐杜魯多出國
抗議行動繼續蔓延至其他地區，與渥太華

同屬安大略省的多倫多提高戒備，警方全面
封鎖安省立法大樓和市中心數間醫院，成功
阻止抗議貨車接近。不過，大批貨車停在立
法大樓外圍，造成交通堵塞。一些重型貨
車、起重機拖拉車和數千名示威者仍能阻塞
主要交通幹線的交接路口。一些示威者聲言
會留守交通幹道，直至聯邦政府撤銷強制注
射疫苗政策。在警察封鎖街道的南面，抗議
車輛阻塞導致皇后街西街的交通停頓，周圍
亦塞滿吹喇叭的抗議者，他們把矛頭直指總
理杜魯多，聲稱要把他逐出加拿大。

反疫苗示威失控
渥太華進入緊急狀態

▲示威者戴上被弄穿口
罩以示立場。 路透社

▶ 多架車輛停泊在首都
道路阻塞交通。 法新社

澳洲總理莫里森昨日宣
布，從本月21日起，澳洲
將對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旅
客及其他簽證持有人重開邊
境。
澳洲的防疫旅行限制是全
球數一數二嚴苛和維持時間
最久的國家之一，今次是澳
洲封關約兩年後，首次重新
向國際遊客開放。莫里森表
示，澳洲醫療系統在應對
Omicron變種引發的新一輪
疫情中經受住了考驗，近期
住院人數已呈下降趨勢，相
關部門因此同意進一步開放

邊境，此舉也是為了推動旅
遊業復甦。
聲明說，完成疫苗全程接

種者在抵澳後，仍需遵守相
關州或地區政府的隔離規
定。對於未按要求接種疫苗
的國際旅客，入境澳洲仍需
申請豁免，並在入境後接受
隔離。莫里森說：「如果你
已打完兩劑疫苗，我們歡迎
你再度回到澳洲。」
澳洲去年底已經分階段重

開邊境，允許技術移民和留
學生等入境。

◆綜合報道

英國慈善機構「食物基金
會」的調查顯示，由於疫情
下生活成本持續上升，當地
上月估計有470萬名成年人
無法吃得飽，佔全國人口
8.8%，人數較去年7月同類
調查增加1/5，而且最壞情
況尚未來臨。

調 查 訪 問 逾
4,000 人 ， 發 現
62%家庭面臨能源
開支和食物價格上
漲 問 題 ， 更 有
16%家庭為了購買
其他必需品，減少
食品方面支出。根
據調查，上月470
萬捱餓成年人中，
100萬人試過至少
一整日沒有進食，
相當於全國人口
3.6%，高於去年7

月的 2.6%。「食物基金
會」行政主任泰勒表示，很
多家庭生活在危機邊緣，非
常擔憂能否獲得食物，認為
當局應該解決民眾基本需
要，確保他們能夠健康地養
活自己。 ◆綜合報道

◆英國基層難以飽腹。 網上圖片

疫下生活難過
英470萬人無法飽腹

特朗普聲援示威者
美前大使轟干預加國內政

澳21日開關
允完整接種者入境

◆◆ 加州一名母親月初探望因感染新冠而加州一名母親月初探望因感染新冠而
留醫深切治療部的子女留醫深切治療部的子女。。 路透社路透社

◆◆ 紐約居民排隊等候機構派紐約居民排隊等候機構派
發口罩和食物發口罩和食物。。 美聯社美聯社

◆◆紐約示威者去年紐約示威者去年1010月抗議當局強制月抗議當局強制
公校接種的政策公校接種的政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示威者手持寫有「這
病毒正殺害我們的人」的
標語。 網上圖片

◆特朗普出口干預加國內政。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