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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波及体育

日本从去年12月以来遭遇
第三波疫情打击，以东京都为中
心的首都圈疫情尤为严重。日本
疫情进入新一波高峰，2020年12
月31日新增病例创下4520例的
纪录。日本4日零时至5日零时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325例，累计
确诊248534例。东京及周边地
区的新增病例数占全国一半
以上。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与这
些疫情严重地区的知事，已经联
合请求日本政府尽快再次宣布紧
急状态。日本医疗界9个团体两
周前联合召开记者会，发布“医疗
紧急事态宣言”，警告日本的医疗
体系已经如同“风中之烛”，新冠
疫情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不
仅对新冠患者，就连对其他疾病
的治疗都将无法进行，“全国范围
内一切必要的医疗都将无法维
持”。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1月5
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将于7
日决定是否宣布东京都和周边3
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疫情的再度升级也波及到了
体育。

由于多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
者在日本出现，日本政府从去年
12月底起就暂停批准外国人入
境，这一禁令将持续到今年1月
底，本来可以前来参加比赛的外
国运动员享有的入境便利条件也
被暂时取消。新任日本国家女子
曲棍球队教练阿尔诺原计划从比
利时来日本，参加国家队球员的
选拔工作，现在也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运动员感染
新冠病毒的消息从未间断，包括
网球明星锦织圭和参加过5届奥
运会的跳水名将寺内健等都被感
染。世界羽毛球男单一号选手桃
田贤斗3日计划去泰国参加比
赛，结果在成田机场进行核酸检
测时被查出阳性，日本羽毛球国
家队被迫全部取消了比赛计划。

举办难度不小

疫情让原本已重燃希望的东
京奥运，再次面临不确定性。

去年11月中旬，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到访日本，与菅义伟共
同承诺将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
自那以后，日本社会对奥运会的
举行总体上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按照原来的计划，东京奥运会的
测试赛将在3月重启，奥运会火
炬也将在3月底开始全国范围内
的传递。日本现在已经全面禁止
外国人入境，部分训练设施也已
经关闭。在距离测试赛仅2个月
的当下，一切都变得不确定。

在奥运倒计时200天接受采
访时，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
透露，日本或已在考虑空场进行
奥运。多方面迹象表明，东京奥
运会的举办有一个底线：如果疫
情仍然严重，奥运会就在没有观
众或者有很少本土观众的情况下
举办。运动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在
类似“真空”的情况下参赛，需要
多检测，保持隔离，参赛人员不与
外界接触，简化所有程序。只要
保证比赛能够进行，奥运会仍然
可以通过转播展现在全世界面
前。但现在看来，如果疫情得不
到很好的控制，创造这样的“真
空”状态，难度超乎想象，毕竟参
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
以及志愿者也有数万人。

据《新民晚报》

日本单日新增确诊
和死亡病例数
双双再创新高

据新华社东京1月6日电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
5日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915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
253440例；新增死亡病例76
例，累计死亡3756例。日本
单日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数
双双再创新高。

2021年以来日本疫情形
势依然严峻，近几天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都在3000例以
上，而且约半数集中在首都
圈，即东京都及其周边神奈
川、埼玉、千叶3个县。5日东
京都新增确诊病例1278例，
累计确诊64752例；神奈川、
埼玉、千叶等地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也都创下本地新高。

截至本月1日，日本单月
新增确诊大约8万例，是前一
个月的1.5倍；单月病亡人数
是前一个月的2倍多。

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截
至5日，全国收治重症患者
771人，比前一天增加40人，
同样刷新纪录。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
媒体称政府可能最早于7日决
定是否宣布为期约1个月的紧
急状态。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
胜信5日告诉媒体记者，政府
打算修改应对新冠病毒特别
措施法相关政令，加强对餐饮
行业防疫限制，对那些不按防
疫规定缩短营业时间的店铺
予以点名通报。

一旦实施紧急状态，首都
圈餐饮店营业时间不得超过
晚8点。去年紧急状态实施期
间，可以“点名”的对象包括不
遵守防疫规定的学校、百货商
场、酒店等，没有一般餐饮店。

除限制餐饮店营业时间，
加藤说政府打算全面暂停外
国人新入境。

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
康稔说，如果实施紧急状态，
首都圈远程办公比例应力争
达到70%。旅游补贴政策暂
停时间将延长。

加藤6日举行记者会说，
这次发布紧急状态时，将一并
亮出对解除紧急状态的看法。
日本媒体报道，政府考虑的参
考值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降至300例以下。

日本京都大学传染病学
教授西浦博估算，如果按照去
年紧急状态下的防疫强度，东
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降至
100人以下需要大约2个月，1
个月内降至300人以下“有难
度”。

仿佛时光重现，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在倒计时200天的日子，又一次迎来
抉择。

1月4日，是推迟后的东京奥运会倒计时200天的日子。也正是在同一天，日
本首相菅义伟表示，由于新冠病例攀升，日政府将考虑宣布大东京都会区进入紧
急状态。这让外界对于东京奥运会是否能如期举办再度充满忧虑。日本奥委会
主席山下泰裕透露，日本或已在考虑空场进行奥运。

倒计时200天之际疫情又升级

东京奥运真的要
空场举行了吗？

从企业文化到生活方式都在深刻改变

疫情正从细微处重塑日本
日本站在又一个抗疫

的关口，首相菅义伟将于7
日决定是否宣布东京都和
周边3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国
家，日本人本应处变不惊，
但眼下心情越来越复杂：熟
悉的“日常”恐怕短期内难
以再回。从抗疫到工作，乃
至于他们熟悉的社会和国
家，都被疫情深刻改变和重
塑着。

居家办公渐兴起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
前，居家办公对日本社会来
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现
在这一趋势正在成为新的

“日常”。
“起初这令人困惑，但

对像我这样忙于工作和抚
养孩子的人来说，远程工作
是个不错选择。”37岁的大
谷真理子是一名品牌营销
人员，也是2岁和4岁儿子的
母亲。以前她每天通勤要
花两小时以上，现在她很少
去办公室，大部分时间在家
工作。

但也有不少日本人发
现居家办公没那么容易，这
不仅因为数字化进程在日
本的滞后，还出于日本社会
强大的传统和习惯。

网络经济研究机构“东
京商工”去年7月对14300家
日本公司调查后发现，尽管
政府呼吁控制病毒传播，但
仍有42%公司从未实行过居
家办公。即便是去年春天

“封城”期间，东京的通勤火
车仍然挤满人。

日本的工作文化要求
面对面互动，“盖章文化”也
让一些上班族不得不奔波
于公司和家之间。调查显
示，没有远程办公的日本企
业中，77%企业认为最大的
理由是“远程办公不方便盖
章、处理书面文件”。

但为了抗疫，日本正在
酝酿一场“电子印章风潮”，
不少企业开始改签电子
合同。

自杀率大幅上升

也有人更多看到的是
“无常”，感到前所未有的无
助和孤单。

43岁的小林惠里子对
“自杀”这个沉重的词并不
陌生，22岁时她曾因难以承
担东京的房租和生活开支
自杀未遂。如今她找到了
稳定的工作，还出书谈了自
己的心路历程。

但过去这一年，新冠病
毒正在带回她曾经感受到
的压力。“我的薪水被削减
了，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曙
光。”小林说，“我经常有危
机感，有可能重新陷入贫
困。”

疫情之下，失业、社会
孤立等问题让一度下降的
日本自杀率大幅上升。警
察厅统计数据显示，仅去年
11月日本自杀人数就高达
19225人，远超日本累计新
冠死亡人数。调查显示，日
本女性受疫情影响相对较
大。更痛苦的可能是无人
倾诉。

疫情也让日本社会中

的一些裂痕更加明显，比如
非正式雇佣问题。

十多年来，日田节子一
直在东京地铁贩卖亭里工
作，但始终只是非正式员工。
在知道正式员工的年度奖
金是她的四到五倍后，她于
2014年提起诉讼。去年疫
情期间，她等到了判决———
最高法院认为，她的雇主没
有义务向她提供与正式员
工一样的退休金。

非正式员工在疫情之
下的裁员中首当其冲，而日
本女性劳动力中有超过一
半是非正式员工。虽然日
本法律规定公司在对待员
工时应避免“不合理”的差
异，但是语焉不详。

悄悄离开大城市

有人挣扎在“无常”中，
也有人重塑“日常”。一些日
本人重新审视工作，开始追
求更平衡的生活，离开大城
市的风潮悄悄兴起。

去年春天，当疫情暴发
导致大米和方便面从东京
超市消失时，36岁的冈田薰
决定离开。他选择定居在
中部城市长野县佐久市，依
旧做在线零售和出口业务，
同时在共用农场种植蔬菜
和水稻。他说：“靠近食品生
产中心并与农民保持联系，
给了我安全感。”

去年9月有30644人搬
出东京，同比增长12.5%，
27006人迁入东京，同比下
降11.7%。这在东京历史上
是创纪录的。

据《新民晚报》

相关新闻

深度观察

1月5日，在日本东京涩谷，上班族戴着口罩等候过马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