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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大难临头各自飞

时至今日，意大利的“封城令”已经持续了
整整6周。42天前，新冠病毒疫情在意大利北部
伦巴第大区及其周边地区暴发，使得意大利成
为欧洲疫情的“震中”。

3月7日晚，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在北部伦
巴第大区及其邻近大区的14个省实施封锁，从3
月8日零时起全面关闭非必要公共场所、学校停
课、限制民众出行活动，“封城令”期限至4月3日。

3月9日晚，孔特进一步宣布，从3月10日零时
起“封城令”的实施范围扩展至全国，同时暂停
全部体育赛事。同在3月10日，意大利的确诊病
例突破1万，此后疫情形势持续恶化，至今累计
确诊病例已超16万，累计死亡病例已超2.2万，全
国“封城令”期限也延长至5月6日。

意大利是欧盟最早出现疫情大规模暴发的
国家，并向欧盟求援。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
3月10日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欧洲版发文
称，意大利已要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期待
欧盟协调各国按需求程度调配医疗资源，同时
也向其他欧盟国家请求医疗支援，然而欧盟无
力协调，也没有国家回应。

这位大使直言，不该让意大利独自面对，
“今天是意大利，明天就可能轮到其他国家。”
“这场战斗中，我们面对两个敌人：恐慌和自私。
如果我们拥有勇气和团结，那将取得胜利。如果
我们自私又分裂，则将最终失败。”

意大利最先等来的是万里之外中国伸出的
援手。3月12日晚，中国第一批抗疫医疗专家组
就携带31吨物资飞抵罗马。3月18日和25日，又有
两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先后飞抵米兰——— 意
大利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首府，同样带去
了当地急需的医疗物资。此外，俄罗斯和古巴也
较早驰援意大利。

同时，欧盟内部接二连三上演互扣防疫物
资事件。德国不仅在3月4日就宣布禁止出口医
疗设备，随后意大利媒体还在3月13日爆料，德
国还一度扣留了意大利从中国采购过境运输的
83万个口罩。3月21日，意大利又向波兰提出抗
议，后者扣押了意方采购的2.3万个FFP2口罩。

4月2日，法国以其口罩出口禁令为由，扣留
了一家瑞士公司出口至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数百
万个口罩和手套，这两个国家恰恰是欧洲疫情
最严重的地区——— 意大利确诊人数破万一周
后，西班牙也接着破万，目前西班牙的累计确诊
人数已超18万，死亡病例近2万。最终，法国放行
了100万个口罩进入西班牙和意大利。

其实，“截和”口罩的受害方意大利，也曾扣
留过境运往与欧盟关系密切的瑞士等国的口
罩、酒精、消毒水等医疗防疫物资。对新冠病毒
掉以轻心的欧洲，不得不仓促应对疫情暴发，本
该出现的互相帮助，却被互相伤害所取代。

屋漏偏逢连夜雨

继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法国和德国的疫
情形势也不断升级，目前法国的累计确诊病例
也已超16万，并且很可能超过意大利，死亡病例
近1.8万；德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则接近14万，但从
统计数据上来看，德国的死亡病例却远远低于
上述三国，目前刚超过4000例。

数据显示，在治愈病例数上德国最多，目前
已超过9万，西班牙是7 . 4万多、意大利刚超过4
万、法国则为3 . 2万多。这意味着德国的医疗系
统并未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疲于应对，即便
是在欧洲疫情高峰期，德国依然有余力。

或许出于这个原因，也可能受到前期扣留
他国物资影响，更可能源于德国作为欧洲顶梁
柱的责任和道义使然，从3月下旬开始，德国巴
登-符腾堡州的医院开始接收莱茵河对岸法国
阿尔萨斯地区的10名重症患者，阿尔萨斯地区

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而这些患者需要呼吸机。
随后，德国多个州表示已经或准备好接收

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重症患者。其中，德国东部
萨克森州率先接收了6名来自意大利的重症患
者。同时，疫情形势相对较好的奥地利也开始接
收意大利的重症患者，作为交换，意大利将提供
一些来自中国的防疫物资。

德国联邦国防军还出动了被称为“空中
ICU”的A310 MedEvac特种医疗救护机，从意大
利疫情最严重的贝加莫地区将重症患者接到德
国。德国表示，会继续通过陆路和空中接收法国
和意大利的重症患者。

作为德国疫情重灾区的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也参与接收了意大利的重症患者。用该州
州长拉舍特的话说，这么做是为了捍卫“欧洲精

神”，“我们需要欧洲各国的团结”。
迟到的团结，反倒带来了新问题。德国接收

法意两国的重症患者引发一些德国民众不满，
德国人认为法国的防控疫情措施不到位，靠近
法国的德国边境地区还发生多起侮辱法国人的
恶性排外事件。以至于德国外长马斯出面予以
谴责，称病毒不分国界，不能接受排外情绪，“德
国人和法国人在一条船上”。

恐怕并非全部如此。3月下旬，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等国呼吁发行欧元债券，以便从金融
市场筹措资金应对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但
这一提议遭到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的坚决
反对，担心会为财政收支不稳定的国家埋单。

4月7日至8日，欧元区财长视频连线通宵磋
商，就发行债券等问题分歧严重。同时，就如何
利用欧洲稳定机制挽救经济，进展同样缓慢。欧
洲稳定机制旨在有条件地向受助国发放贷款，
但意大利、西班牙拒绝接受任何条件，认为疫情
之下不该谈条件，但荷兰等国坚持附加条件。

德国总理默克尔出面给意大利和荷兰“做
工作”之后，欧盟各国财长4月9日深夜终于达成
总额5400亿欧元的大规模救助计划，包括以贷
款形式提供的1000亿欧元财政援助，欧洲投资
银行为受疫情影响严重企业提供总额2000亿欧
元的贷款担保，欧洲稳定机制为欧元区国家提
供总额2400亿欧元低息贷款——— 唯一条件是将
资金用于应对疫情的卫生保健、治疗和预防工
作，但只字未提欧元债券问题。

团结成了奢侈品

这一救助计划将使得欧盟迄今出台的抗疫
财政措施总额增至3 .2万亿欧元，在世界经济体
中排在首位。欧元集团主席森特诺说：“我们响
应了民众要求欧洲提供保护的呼声。”法国经济
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说：“欧洲已作出决策，准备
直面危机的严重性。”

同时，欧盟也加快医疗资源调配，通过欧盟
民事保护机制，一批罗马尼亚和挪威的医护人
员赴意大利北部疫情最严重的米兰和贝加莫地
区支援；奥地利向意大利提供消毒剂；意大利启
动欧盟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绘制卫生设施
和公共空间地图。此外，意大利还收到欧盟应急
反应协调中心调配的防护装备以及多个欧盟国
家运送的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装备。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些支援意
大利的医护人员代表着“欧洲团结一致的真正
面孔”，她宣称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欧盟委员
会将尽全力帮助意大利和其他成员国。

此前，冯德莱恩曾于4月2日在意大利媒体
发表公开信，承认疫情暴发之初欧盟存在各国
只顾自身利益、缺乏团结意识的问题，并为欧盟
的表现道歉，承诺筹集资金帮意大利等疫情严
重的国家渡过难关。

从互扣医疗物资，到互助防疫装备，再到接
收他国重症患者，直至搁置分歧达成欧盟史上最
大规模救助计划，被疫情打蒙的欧盟逐渐缓过神
来，意识到过去一个月暴露于世人面前的不是真
正的欧盟，相互支援才是欧盟的“真面孔”，冯德
莱恩试图用道歉来挽回寒了心的意大利，以及因
此失去的更多欧盟成员国民众的信心。

似乎觉得说一次“对不起”还不够。4月16日，
欧洲议会的一次辩论中，冯德莱恩再次代表欧
盟向意大利致歉，“当意大利在危机之初需要帮
手时，很多国家没有及时到场。”但现在的欧洲
已重新成为“团结的中心”。

话虽如此，但欧洲重新团结起来并不容易。
近年来民粹主义风潮已深刻改变了欧洲政治版
图，今年1月底英国也正式“脱欧”，内部发展不
平衡以及在财政、移民等政策上的分歧，无不显
示出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

偏偏在这个当口，新冠病毒疫情接踵而至，
欧盟及各成员国本能地走向了团结的反方向。
待到转身时，已经走了很远，但愿这会倒逼欧盟
朝着团结加紧赶路。

意大利疫情暴发一个多
月后，终于等来了欧盟领导
人的一句“对不起”——— 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
意大利媒体发表公开信，承
认疫情暴发之初欧盟存在各
国只顾自身利益、缺乏团结
意识的问题，并为欧盟的表
现道歉，承诺筹集1000亿欧
元帮意大利等疫情严重的国
家渡过难关。

然而，伤害已成事实。尽
管欧盟财长已就应对疫情实
施总额5400亿欧元的大规模
救助计划达成一致，但意大
利、西班牙和法国有关发行
欧元债券以助各国克服疫情
危机的提议，却遭到德国、荷
兰和奥地利等国坚决反对。
当一些欧洲国家逐步“解封”
时，欧盟能找回久违的团结
吗？

欧
盟
再
团
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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