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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7日更新的数据显示，全美报告
的人感染猴痘病例（下称猴痘病
例）已超过 2万例，达 21274例，
位居全球之首。美国政府应对
猴痘疫情不力遭到美国舆论的
批评和质疑。公共卫生专家表
示，美国遏制猴痘疫情快速蔓延
的窗口正在关闭，美国政府正在
重蹈新冠疫情防控不力的覆辙。

5月18日，美国马萨诸塞州
公共卫生部门报告今年美国首
例猴痘确诊病例。此后，猴痘病
毒迅速传播至全美各地。美国
政府 8 月初宣布猴痘疫情为该
国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美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猴痘病例数排名前三的州是
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佛罗里达
州，其中加利福尼亚州达4140例。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
于检测能力不足等原因，美国实
际猴痘病例数可能远高于官方
统计数据。大部分疑似病例未
得到及时检测和确诊，因此未及
时采取防控措施，从而大大增加
了将病毒传给更多人的风险。

美国舆论指出，美政府并未
汲取应对新冠疫情失败的经验教
训。应对猴痘疫情依然不力，彻底
暴露美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失败。

彭博社近日刊文称，从疫苗
供应迟缓到与民众沟通缺失，美
国政府应对猴痘疫情的错误一个
接一个。“如果新冠疫情带给我们
什么经验教训，那就是应对这类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有两点至关重
要：一是通过有效分配资源以减
缓疫情冲击，二是与公众有效沟
通，让他们了解疫情带来的各种
风险。但在猴痘疫情应对上，拜
登政府这两点都没做到。”

《波士顿环球报》网站近日
刊文称，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和政
界领导人应对猴痘疫情重复着
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时的几乎
每一个错误：检测能力不足、疫
苗分发低效、感染者就诊困难重
重、政府缺乏与民众的沟通等。

美国《国会山》日报撰文指
出，猴痘病毒早已有成熟的检
测、治疗手段以及安全的疫苗，
美国本不应该错失疫情防控良
机。但美国公共卫生系统长期
面临资金不足窘境，连最基本的
检测拭子、注射器等用品都缺
乏，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使这些资
源消耗殆尽，以致于美国在应对

猴痘疫情时未能承受住最基本
的考验。

为应对病例数不断激增，美
国政府向全美各地分发“吉尼奥
斯”猴痘疫苗，但供应严重短
缺。纽约市的猴痘疫苗接种预
约网站一度因大量预约而瘫痪。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8
月 9 日紧急授权猴痘疫苗新接
种方案，接种方式由皮下注射改
为皮内注射，每次注射所需疫苗
剂量仅为原来的五分之一。美国
舆论指出，这清晰地表明政府没
有足够疫苗来应对猴痘疫情。而
且，这一新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也引发争议。路透社报道，“吉
尼奥斯”疫苗生产厂商丹麦药企
巴伐利亚北欧公司对新接种方式
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缺乏
数据支持，且有证据表明皮内注
射可能导致副作用加大。

《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美
国猴痘疫情防控已然失败，政府
往往是在疫情失控后宣布公共
卫生紧急状态，而不是提前着手
应对。美国面对猴痘疫情的状
态与当初新冠疫情时如出一辙：
疫苗短缺，诊所排长队，病例增
加迅速，公众担忧、恐惧、疑虑情
绪蔓延，各州不堪重负。

美疾控中心主任萝谢尔·沃
伦斯基近日表示，尽管全美范围
猴痘病例数仍在增加，但增速开
始放缓。但专家认为，数据的滞
后很可能无法真实反映近几周
美国猴痘疫情的真实状况，现在
判断疫情是否出现拐点、病例数
是否达到峰值还为时尚早。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流行病学教授安妮·里莫因表
示，如果猴痘患者和医护人员放
松警惕、停止检测或放宽防控措
施，病例数很可能再次增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
病学家凯特琳·里弗斯指出，鉴
于美国的地域规模和多样性，猴
痘疫情在不同地区的蔓延程度
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今年 4月，一个由美国公共
卫生从业者、流行病学家、医护人
员及各行业代表组成的名为“人
民疾控”的组织在英国《卫报》网
站上发表文章，对美国政府的疫
情应对方式以及无视社会和公共
卫生责任感到愤怒。他们呼吁，
美国需要一个新的疾控中心，应
优先考虑人民健康而不是大企
业的利益。 （据新华社）

在出台6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后，
欧洲能源和生活物品价格大幅攀升，民
生日益艰难。连日来，捷克、德国等国民
众走上街头，抗议物价上涨，反对对俄制
裁。欧洲正品尝对俄制裁带来的苦果。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危机升级半
年多来，欧洲对俄制裁的反噬效应令欧
洲民众不堪重负。凛冬将至，欧洲民众
对未来的担忧日益加深。

走上街头

3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7
万多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集会者要
求抑制电价，确保低价燃气供应，呼吁
捷克在军事上保持中立，反对欧盟、北
约和捷克的对俄立场。捷克三色旗运
动主席马耶罗娃·扎赫拉德尼科娃呼吁
政府解除对俄制裁，并停止向乌克兰输
送武器。

5 日，在德国莱比锡，数千人抗议
能源和食品价格急剧上涨以及政府的
相关政策。参与者不仅有左翼群体，也
有右翼人士。抗议者认为，许多低收入

者很快将无力购买生活必需品和支付
供暖费。

在英国，铁路、港口等多个行业的
从业者举行罢工，要求涨薪以对冲物价
飞涨。英国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亚大学
研究员基思·贝克预测，由于罢工频繁
且工会威胁将发起更多罢工，英国可能
面临自1926年大罢工以来最严重的和
平时期危机。

品尝苦果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已出台
6轮对俄制裁措施，俄对欧能源出口骤
降，欧洲各国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
率居高不下。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8月份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
计算达 9.1%，再创历史新高。欧洲民
众正在为对俄制裁买单。

俄罗斯2日宣布“北溪－1”天然气
管道将完全停止向欧洲输气，这导致荷
兰所有权转让中心（TTF）天然气 10月
期 货 5 日 盘 中 价 格 一 度 暴 涨 超 过
30%。法国官方 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从 2021 年第二季度到 2022 年第二季
度，法国家庭能源开支增长了28%。若
政府没有采取天然气价格管制、零售电
价涨幅设限之类的措施，能源开支涨幅
将是现在的两倍。

能源价格飙涨也给欧洲工业带来
沉重打击。据欧洲有色金属协会统计，
受能源价格等因素影响，欧盟锌、铝产
能已下降近半。欧洲化肥协会日前也
宣布，在欧洲天然气价格比美国高出 8
到 10 倍的情况下，欧洲关键化肥原料
氨的产能已萎缩 38%。德国基尔世界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斯特凡·科茨警告
说：“从经济发展趋势上看，一场雪崩正
在到来。”

意大利右翼政党北方联盟领导人
马泰奥·萨尔维尼日前在社交媒体上批
评欧洲的对俄制裁，“那些被制裁的人
是赢家，而实施制裁的人跪下了”，“显
然，欧洲有些人算计错了”。

前景堪忧

自从 7 月下旬欧盟达成今冬削减

天然气用量15%的协议后，成员国纷纷
出台各种节能新规，号召人们能省则
省。例如，德国规定，公共建筑供暖后
室温不得超过 19 摄氏度，视情况禁止
私人游泳池供暖和店铺外立面夜间照
明，公共建筑和纪念碑将不再单纯为了
美观而夜间亮灯。法国总统马克龙直
白地告诉民众：“富足的日子结束了。”
这些措施和言论让欧洲民众对未来前
景更加担忧，不满情绪进一步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危机持续难
解，俄欧“斗气”愈演愈烈，凛冬将至，欧洲
民众生活将更加艰难，怨气也将随之上
升。届时，欧洲各国若拿不出有效解决办
法，或将面对更大抗议浪潮和舆论压力。

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指出，随着
乌克兰危机的持续，欧洲社会的团结正
在瓦解。因为，每过一天，人们对供暖
成本高企和物价上升的担忧都在加
剧。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说，在

“长期和痛苦的经济压力下”，英国今年
冬天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骚乱。

（据新华社）

猴痘疫情恶化暴露美国防疫“老毛病”
美国是全球粮食危机“幕后黑手”

对俄制裁反噬欧洲 民生艰难民怨日增

这是 9 月 7 日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湾区拍摄的苹果公司新
产品。

美国苹果公司于当
地时间7日在位于加利
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
乔布斯剧院举行新品发
布会，推出新一代苹果
手机、智能手表和耳机。

新华社发

苹果公司发布新品苹果公司发布新品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供应链受阻、
极端天气、国际局势动荡等影响，全球
粮食市场遭受巨大冲击，主要作物价格
急剧上涨，全球多地出现粮食短缺状
况。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此
发出警告，“情况正从糟糕走向更糟
糕”，世界或将面临“二战后最严峻的人
道危机”。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
和幕后推手美国坐收渔利，美国几大农
业巨头正从粮食危机中大发横财。

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当前，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冲击，
国际粮食价格飙升，很多低收入国家陷
入困境，饥饿人口不断增加。乌克兰和
俄罗斯都是主要粮食出口国，俄罗斯还
是主要化肥出口国，乌克兰危机升级以
及西方对俄制裁推升化肥成本，导致更
高的粮食价格。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全球面临
严重粮食短缺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达
到3.45亿人，预计2022年需要超过220
亿美元资金来应对紧急需求。该机构
发言人指出，当前粮食危机是前所未有
的，地区动荡、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价
格上涨是四大诱因。自乌克兰危机升

级以来，对“南方世界”许多民众来说，
获得粮食已变得极为困难。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今年 4 月
曾表示，乌克兰危机推高了全球粮食价
格，最贫困人群遭受的打击最大。据世
界银行估算，粮食价格每上涨一个百分
点，全世界就将有 1000 万人陷入极端
贫困中。

另外，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到运输、
生产等环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食品
价格攀升，加剧了粮食危机。联合国粮
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
日前表示，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今明
两年俄乌或将大幅减少小麦、玉米、化
肥等产品的出口。化肥等价格飙升会
让其他地区很多农民负担不起，也将影
响收成，刺激粮食价格上涨。

美国“拱火”难辞其咎

乌克兰危机是当前全球粮食危
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危机中“拱
火浇油”的美国难辞其咎。美国及其
盟友对俄罗斯发起极限制裁，令本已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全球供应链“梗
阻”愈发严重，导致国际粮食和能源
价格飙升。

在西方叙事中，粮食危机被归咎于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但

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
的地步，是美国为谋求自身霸权不断挤
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导致的恶果。

尽管美国财政部今年 7 月发布文
件声称，俄罗斯农产品、农业设备和药
品不在美方制裁范围内，美方支持缓解
全球粮食短缺的努力，但俄外长拉夫罗
夫7月底指出，美国对俄粮食供应实行
相关豁免的承诺并未兑现。粮食出口
大国俄罗斯因制裁影响粮食出口，进一
步恶化了当前的粮食危机。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日前也呼吁，应确保俄粮
食和化肥不受阻碍地进入全球市场。

“幕后黑手”坐收渔利

二战后历次全球粮食危机背后都
有美国的影子。美国等少数国家操纵
全球粮食贸易体系，构建起粮食霸权，
屡屡在粮食危机中谋取巨额利润。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健
康学院发布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20
世纪50年代，在美国政府推动下，美国
农业开始兼并整合，最终实现农业工业
化，并形成了一批大型跨国企业，涉及
种子、化肥、粮食加工、粮食贸易等方
面。通过这些企业，美国锁定了其在全
球粮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目前控制世界粮食贸易的四大巨

头，即艾地盟公司、邦吉公司、嘉吉公司
和路易达孚公司，前三家都是美国企
业。美国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则控制
着相当一部分的种子生产。美国学者
埃里克·霍尔特-希门尼斯在有关2008
年前后全球粮食危机的研究报告中指
出，2007年第四季度，即使世界粮食危
机正在发生，艾地盟的利润仍增长了
20%，孟山都增长了 45%，嘉吉增长了
60%。

如今，这些企业又在借乌克兰危机
大发横财。据报道，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艾地盟和邦吉的股价大幅上涨，艾
地盟股价与今年年初相比已上涨约
27%。英国《卫报》5月报道，由于新冠
疫情、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
飙升，粮食和能源领域亿万富翁的财富
在过去两年显著增长，比如嘉吉目前有
12 名家族成员成为亿万富翁，而新冠
疫情前则是8人。

英国乐施会首席执行官丹尼·斯里
斯坎达拉贾评论，东非人民正死于饥
饿，而世界超级富豪的财富因却飞涨的
食品和能源价格增长，这在道德上是站
不住脚的。 （据新华社）

（上接第一版）但是不得设立实
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记者：我市目前现有民办学
校如何分类登记？

市教育局：（一）现有民办学
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的，依法修订学校章程，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
继续办学。

（二）现有民办学校选择登
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依法修
订学校章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和内部管理制度，按规定向登记
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重新办
理办学许可和法人登记手续，继
续办学。

记者：目前漳州实验中学已
经进行了分类管理改革，那接下
来其他的民办学校是否也将一
一进行分类管理改革？

市教育局：是的，接下来我
们将根据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自
主选择，稳妥做好民办学校的分

类管理改革。根据政策，民办学
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
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
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
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记者：那分类改革后，两类
民办学校有何不同特征？又是
如何收费的？

市教育局：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民
办学校，其特征主要是:举办者
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其办学结余
全部用于办学。

营利性民办学校与非营利
性民办学校相比，其特征是:举
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办学结
余按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进行
分配。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规
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标
准，由政府定价；营利性民办学
校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
由学校自主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