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667 号

徐蔷：
本会已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受理申请人阿

尔法（广州）远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
关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19）穗仲
案字第 9755 号]。 由于需要补充材料，本案无法
在原定时间作出裁决， 现变更裁决书作出时间
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领取裁决书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之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
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7 月 14 日

就留学生签证新规

美国17个州
和首都华盛顿
共同提起诉讼

据新华社电 美国 17 个
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 13 日共同向位于马萨诸塞
州波士顿市的联邦地区法院
提起诉讼，寻求阻止美国政府
发布的留学生签证新规生效。

在诉状中，17 个州和华盛
顿特区检察长把美国国土安
全部及其下属入境和海关执
法局列为被告，指责美国政府
采取“残酷、突兀和非法行动，
在疫情中驱逐国际学生”。

牵头提起共同诉讼的马
萨诸塞州检察长莫拉·希利
发表声明说：“这一规定缺乏
常识， 迫使学校在保持国际
学生入学与保护校园健康安
全之间做出选择， 而特朗普
政府甚至没有试图解释其根
据。 ”声明说，留学生签证新
规不仅伤害国际学生及其家
庭， 也将对他们所在州的公
共卫生和经济状况“造成不
可弥补的损害”。

新泽西州检察长格比尔·
格雷瓦尔发表声明说，留学生
签证新规“利用国际学生和他
们支付的学费作为杠杆，迫使
高校在做好准备之前就开始
面对面授课，将所有学生的生
命置于危险之中”。

美国媒体援引诉讼文件
报道说， 发起共同诉讼的 17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共有 1124
所学院和大学，2019 年招收约
37.33 万名国际学生。 耶鲁大
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约 40 所美国高校提交了支持
这起共同诉讼的声明。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 6
日发布通告说， 如果留学生
在 2020 年秋季学期仅上网
课， 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
维持当前签证。 哈佛大学和
麻省理工学院 8 日率先提起
诉讼， 请求联邦法院叫停签
证新规， 获得美国各地高校
群起支持， 波士顿联邦地区
法 院 定 于 14 日 开 庭 审 理 。
此外， 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
在当地联邦地区法院、 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
也分别起诉联邦政府， 要求
阻止新规实施 。 约百名国会
议员近日联名致信美国国土
安全部， 呼吁撤销留学生签
证新规。

据新华社电 德国总理默克
尔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孔特 13
日表示，欧盟应迅速采取有力行
动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危机，尽
快就“恢复基金”达成一致。

两国领导人当天在柏林以
北的梅泽贝格举行会谈。在会谈
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默克尔
说，欧盟应对新冠危机的任务艰
巨， 因此措施必须有力，“恢复
基金”的规模必须足够大。

她表示， 欧盟 27国领导人对
“恢复基金”的态度差别巨大，必须
加强沟通， 但不能放弃一些原则。
她坦承，各成员国就“恢复基金”达
成一致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孔特呼吁欧盟尽快就“恢复
基金”达成协议。 他说，如果欧盟

不能迅速对危机采取应对措施，
欧盟内部市场将会很快崩溃。

5 月底，欧盟委员会提议通过
发债方式筹集总额为 7500 亿欧
元的“恢复基金”，帮助欧盟成员
国在新冠疫情后重建经济。 其中
约 5000 亿欧元为无偿拨款，2500
亿欧元将以贷款形式提供给申请
的国家。 荷兰、丹麦、奥地利和瑞
典反对欧盟直接拨款给急需获得
援助的南欧国家， 主张以借款方
式援助，且应该附加改革条件。

德国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
国。 7 月 17 日至 18 日，欧盟成
员国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举行
新冠疫情暴发后首个面对面峰
会，“恢复基金”和欧盟新的长期
预算将是核心议题。

世界卫生组织： 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 13 日 10 时 （北京时间 13
日 16 时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
前 一 日 增 加 215539 例 ， 达 到
12768307 例 ；死亡病例较前一日
增加 5037 例，达到 566654 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 截至北京时间 14 日 6 时 34
分 ， 全 球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达
13048249 例 ，死亡病例为 571685
例。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 ，确诊病例达 3353348 例 ，死亡
病例为 135524 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3 日表示，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
应加强政府的领导和全面战略协调
作用，明确持续地传达抗疫策略。

英国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
13 日发布报告说，新冠肺炎大流
行引发教育预算削减和贫困加
剧，可能在今年内导致全球至少
970 万儿童永久失学。

莫斯科国立谢切诺夫第一医
科大学实施的“重组腺病毒”候
选新冠疫苗安全性临床试验已
进入收尾阶段。 总计 38 名志愿
者分两批于 6 月 18 日和 23 日
接种疫苗， 并将分别于 7 月 15
日和 20 日出院。 这一阶段临床
试验主要为了检验疫苗安全性，

下一阶段试验将检验疫苗有效
性，预计两个阶段试验总共将耗
时至少五六个月。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13 日
宣布， 该校研发的一款新冠病毒
候选疫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疫
苗研发项目负责人之一、 昆士兰
大学教授保罗·扬表示，这款基于

“分子钳”专利技术开发的新冠候
选疫苗在临床前试验中表现良
好，能够诱导产生高水平的抗体。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新冠疫苗
研发团队 12 日宣布，该团队参与
开发的一款候选新冠疫苗已成功
完成利用猕猴开展的动物实验，
将于 10 月进入一期临床试验，如
果临床试验获得成功， 有望于明
年第三季度末投入量产。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
计， 截至当地时间 13 日 20 时
（北京时间 19 时 ）， 日本当日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 260 例，累计确
诊 22252 例。 此外，冲绳美军基
地 13 日再向当地通报了 32 例
确诊病例。 截至 13 日，冲绳美军
基地累计确诊病例达 95 例。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3 日宣布，将该国当前实施的隔
离措施延长至 7 月底，以遏制新
冠疫情蔓延。 （新华社）

美国俄亥俄州一名 37 岁男子认为新冠病
毒疫情是“炒作”的结果，拒绝戴口罩，结果确诊
感染病毒两天后死亡。

“内幕”网站 12 日报道，这名男子名叫理查
德·罗斯，家住克林顿港，是一名退伍军人，本月
3 日在家中过世。 他生前在社交网站“脸书”上
发布的轻视新冠疫情内容的帖子引发关注。

罗斯在 4 月、5 月多次发帖说不会买口罩、
不相信有关疫情的“炒作”。

他 7 月 1 日在“脸书”上发帖说自己出现感
染新冠病毒症状。 他说：“我过去几天一直难受，
今早终于做了核酸检测， 应该很快就能知道结
果。 我想好起来。 ”一小时后，他又发一条帖子
说， 检测结果显示他确诊感染病毒，“要在接下
来的 14 天里隔离”。 他在次日写道：“这个新冠
病毒真要命！ 我坐在这儿喘不上气。 ”

罗斯家人说，他先前没有健康问题。
欧飒(新华社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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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终于在公开场合戴口
罩了。 但如果认为这说明他在抗
疫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 那可就错
了。

7 月 11 日 ，在到访一家军队
医院时， 特朗普第一次在公开场
合戴上了口罩。 用美国媒体的话
说， 在美国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
达到近 13.5 万时 ，特朗普终于意
识到戴口罩的重要性了。《国会山
日报》网站的一篇报道称，众议院

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也说，特朗
普“跨过了那座桥，承认戴口罩可
以防止病毒扩散。 ”

回顾过去几个月的情况 ，让
特朗普公开戴口罩可真不是件容
易的事。媒体分析，特朗普之所以
拒戴口罩，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

这有两个方面意思。首先，特
朗普一直要打造自己“硬汉”的形
象。 据他身边的人透露给媒体的
信息，特朗普的认知有点特别：他

觉得因为病毒而戴上口罩 ， 那就
显得 “很弱 ”。 所以 ，虽然美国疾
控中心强烈建议民众戴口罩 ，但
特朗普坚决说“我选择不戴”。

更有甚者 ， 拜登五月份在公
众场合戴着墨镜和口罩 ， 照片被
一名福克斯新闻记者发上推特 ，
并嘲讽其 “丑陋形象 ”，说 “这大
概就是特朗普为什么不戴口罩的
原因吧”，特朗普立即转发这则推
特， 气得拜登直骂特朗普就是蠢
货。不少网民也留言说，戴口罩可
不是形象问题 ， 而是事关人命的
健康安全问题。

其次，除了个人形象 ，特朗普
还注重美国的经济问题。他认为，
如果戴口罩，就显得疫情严重，那
么就很难重启美国经济活动 。 经
济不行， 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的选
情。尽管有掩耳盗铃之嫌，但特朗
普的确把戴不戴口罩和连任联系
起来。而特朗普不戴口罩，又起到
“示范作用”， 他的支持者中就有
人因此不戴口罩。

民主党人抨击特朗普 ， 指责
他不顾美国人安危 ， 误导美国民
众， 特别谴责特朗普在疫情期间

还举办竞选集会 ， 很多与会者也
不戴口罩； 一些共和党人则反驳
说，民主党人要求严格限制措施，
但却支持大规模 “黑人的命也是
命”游行，真是虚伪。

总之 ， 戴口罩在美国成了政
治问题。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又改变主
意，决定戴口罩了呢？

答案是，还是为了竞选连任 ！
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和 《国际
财经时报》等媒体报道称，美国的
疫情既没有像特朗 普 说 的 那 么
“无害 ”， 更没有如他所愿而消
失，而是丝毫不见缓解。民众对特
朗普的防疫措施也越来越不满 ，
民调显示特朗普落后拜登不少 ，
共和党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政客
开始疏离特朗普，戴上了口罩。

显然 ， 疫情将是影响今年大
选结果的重要因素 ， 此时不戴口
罩的形象， 可能已经得不到什么
分了，倒是戴上口罩，可能让人觉
得是认真防疫的表现 。 所以特朗
普终于开始戴口罩了！

CNN 网站 7 月 12 日的一篇
分析认为， 不要为特朗普戴口罩

而鼓掌， 他不配。 文章称 ，4 月 3
日， 特朗普自己的防疫团队就一
改之前的指引 ， 开始建议人们戴
口罩 ，那时美国的确诊病例是 27
万 ，死亡病例是 7000 例 。 如果那
时特朗普就戴上口罩 ， 并鼓励他
的支持者戴口罩 ， 美国就会少死
很多人。

而且 ，CNN 的另一篇报道还
说，特朗普在戴口罩的同时，还是
不顾最近疫情又转严重的事实 ，
继续施压 “重启美国 ”，特别是至
今还在鼓吹美国学校秋季要如期
开学 （美国很多中小学是 8 月中
下旬开学 ),甚至威胁 “如果不按
时开学，就削减财政支持”。 美国
政府上周表示 ， 如果大学只开网
课，那么留学生就要被遣送回国，
用意也是倒逼大 学 重 新 开 放 校
园。特朗普政府认为，如果校园都
能重开，那么工厂自己可以复工，
美国的经济就会恢复 ， 自己连任
就还有希望。

可见，特朗普最重视的 ，不是
眼下的疫情如何 ， 而是三个多月
后自己能否连任———公开场合戴
口罩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特朗普戴上口罩的背后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

美一轻视新冠“网红”
染病毒死亡

美国新冠肺炎
病例数激增压力大 白宫对福奇发起“抹黑战”

美国白宫官员 12 日猛烈批
评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
要成员安东尼·福奇， 似乎有意
削弱福奇作为传染病专家的公
信力。

福奇被指“犯了不少错”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白宫

官员当天向多家媒体发送资料，
列举福奇先前经实践证明为不
实的言论，包括他今年 1 月说新
冠病毒“对美国民众不构成重大
威胁”、 无症状感染者不太可能
传播病毒，以及 3 月说戴口罩对
抗击新冠病毒作用不大等。

一名匿名白宫官员告诉美国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多名
白宫官员担忧福奇过往犯错的

次数（过多）。 ”
同一天，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

工作组成员、分管病毒检测的联
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
布雷特·吉鲁瓦尔告诉全国广播
公司，福奇先前称目前美国与其
他国家相比抗疫工作做得“不
好”的评估有误，他所提疫情暴
发各州应重新“暂停”经济活动
的建议也不可取。

吉鲁瓦尔自称对福奇“相当
尊重”，但认为对方“不是百分百
正确”。 他说，福奇“承认他可能
没有考虑美国整体国家利益 ”，

“只从非常狭隘的公共卫生视角
看待”疫情。

特朗普上周两次接受电视采
访时也批评福奇，称后者“人不错，
但犯了不少错”， 又说他本人不同

意福奇对美国疫情所作评估。

已被特朗普冷落两月多
《金融时报》报道，福奇是美

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一度代表特朗普政府抗疫
工作的“公众形象”。 不过，他在
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似乎承
认与白宫关系紧张，说他自 6 月
2 日起再没见过特朗普， 两个多
月来都没机会向总统汇报工作。

按照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的说法，由于福奇屡次警告
美国抗疫工作存在短板，白宫有
意将其边缘化，试图削弱他的公
信力。 截取并传播福奇过往言论
特别类似政坛人士为打击对手
而向媒体“喂黑料”的做法。 实际

上，福奇那些言论都基于当时所
能获得的最优数据，且大部分曾
受到特朗普及白宫高官认可。

英国《每日邮报》13 日暗示，
白宫抨击福奇旨在转移针对特
朗普的“火力”。 依据美国《纽约
时报》与西恩纳学院联合开展的
民意调查，美国三分之二民众信
任现年 79 岁的福奇， 仅 26%民
众信任特朗普。

就在白宫猛批福奇时， 美国
多地新冠病例激增， 全美 10 日
新增病例首次超过 7 万例。 佛罗
里达州 12 日新增病例突破 1.5
万例， 创美国单州日增病例纪
录。 特朗普先前说，病例激增不
是感染者多了，而是美国接受新
冠病毒检测的人数多了，提议放
缓检测速度。 海洋（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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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纽
约中央公园的部分服务
设施暂时关闭， 游客较
往年同期明显减少。 图
为一名街头艺人在美国
纽约中央公园表演（13
日拍摄） 新华社发

纽约中央公园

疫情之下
客流稀少

970万儿童或因疫情永久失学
多国疫苗研发取得进展

德意领导人呼吁欧盟
为应对新冠危机采取有力行动

全球疫情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