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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連假管制鬆綁？

【記者簡浩正、羅紹平／連線報導】清明連

假過後一周，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未明顯激增，

外界關注接下來的五一長假是否鬆綁管制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天表示，任何措施

都審慎評估，對五一連假是否鬆綁不敢大意。

國衛院名譽研究員蘇益仁表示，政府防疫的

適當與顧及人民生活的確是兩難，要顧及產業

的活絡，更是一門藝術。

蘇益仁說，清明連假過後至今，國內疫情個

案數的確沒爆炸式增加，但新冠肺炎有潛伏期

，需再觀察一周，若未來一周國外環境、國內

疫情都未大增，算是守住邊境、也守住國內社

區傳播，政府的確可考慮有限度的鬆綁，讓民

眾恢復自主管理。不過也得視業者所提出的計

畫書而從長計議，「怎麼做，很重要」。

蘇益仁說，在讓民眾恢復自主管理的同時，

人潮出遊的社交距離仍要有，且口罩還是要戴

，對於防止新冠肺炎的飛沫、空氣傳播還是有

幫助。

為迎戰第三波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已對夜市

、寺廟等人潮密集場域實施人流管制，如單一

出入口、取消試吃等，甚至視飯店入住率，得

落實出入動線及用餐分流等措施，甚至不排除

取消五一連假，防止潛在傳染鏈成防疫破口。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為防止國內疫

情增加，政府目前已對旅遊景點等做社交距離

管制，對任何措施都審慎評估；若有觀光、旅

遊業者有防疫旅遊等計畫方案，的確是可再討

論。莊人祥說，遊客實名登記、遊覽車上密閉

空間乘坐人數、是否還能唱歌等，都還要再進

一步討論，避免潛在疫情。

在清明連假後，中央加強控管風景區人潮管

理，引發包括台南市長黃偉哲等地方首長的質

疑與不滿，多數地方首長認同防疫優先，但也

希望能兼顧地方經濟。

台東縣長饒慶鈴上午表示，台東縣內目前零

確診，針對五一連假，縣府不會刻意採取分流

、減量管制措施，但因應連假期間人潮移動流

量大，可能伴隨而來的傳播風險，縣府會加強

防疫作為。

若疫情趨緩 可有限度鬆綁 讓民眾自主管理
五一連假前
擁有夕陽美景的淡水老街金色水岸河濱公

園，在疫情影響下人潮大減，業者感嘆生意清

淡，連假日都遊客稀疏，許多店家乾脆拉下鐵

門休息。 記者杜建重／攝影

清明連假時
清明連假，墾丁大街湧入數萬遊客，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擔心無法保持距離，急發細胞簡

訊呼籲民眾勿再前往。 本報資料照片

相關新聞見A3版

蘇益仁籲

【編譯樊蕙、季晶晶／綜合報導】美國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統計，截至11日，全球至少177萬3358

人確診，10萬8503人死亡；美國死亡人數9日超越

義大利，成為全球最多，截至11日共計2萬506人死

亡，至少52萬7111人確診，也是全球最多，將近全

球確診人數的三分之一。

▌紐約州死亡人數已達8627人

紐約州長郭謨11日說，該州在24小時內新增783

起死亡個案，他相信當地疫情已達高峰，因為「

疫情曲線持續走低」。前一天777人死亡，再前一天799人死亡。紐約時

報統計，紐約州死亡總數為8627人。

紐約州被送進加護病房的病患人數，自疫情爆發至今首度在10日晚間

低於被轉出人數。郭謨表示持「謹慎樂觀」態度。

郭謨說，實施社交距離奏效，卻沒說何時能解封。「解封涉及公共衛

生與經濟問題，我也不願拆開這兩個層面；我們不知道是否會出現第二

波疫情。」

▌首次50州全都進入重大災難狀態

在美國總統川普11日核可後，懷俄明州成為美國第50個、也是最後一

個宣布進入重大災難狀態的州。這意味史上第一次，美國的每一個州都

進入重大災難狀態。美屬維京群島、美屬北馬里亞納群島、哥倫比亞特

區、關島和波多各也都處於重災狀態，這讓各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在疫情

期間動用聯邦經費。

懷俄明州長戈登上周稍早要求做此宣布後發表聲明說：「雖然懷俄明

尚未陷入與某些州一樣的慘痛處境，做此宣布可協助我們在需要時準備

並動用資源。」

目前懷俄明州有新冠肺炎確診案例261例。該州有57.8萬居民，是美國

人口最少的州，尚未出現死亡案例。

▌專家：實際統計數字可能更高

專家說，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統計數字實際上可能更高，因為缺乏全

面篩檢，也有偽陰性反應，以及通報標準不同等因素。

美死亡人數躍居全球第1
確診達52萬人 50州進入重大災難狀態

美國已超過義大利，成為新冠肺炎死亡最多的國家。圖為紐約市綠林公墓的一場葬禮。 路透相關新聞見A2版

紐約疫情嚴重，在

法拉盛華人社區，一

位民眾身穿防護服去

藥店取藥。 中新社

大學專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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