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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都知事选举5日举行。根据日本共同社

6日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

子得票超过366万张，以绝对优势获得连任。

小池百合子现年67岁，曾当选日本国会参议员和

众议员，历任环境大臣、防卫大臣和自民党总务会长

等。4年前，她在东京都知事选举中获胜，成为东京都

首位女知事。 □ 综合《新民晚报》新华社

积极应对疫情有加分
共有22名候选人参加此次东京都知事选举。6日

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当天的投票率为55%。小

池获得超过 366 万张选票，而排名第二的宇都宫健儿

获得84万多张选票。小池的优势之大，以至于与投票

结束几乎同时，各家电视台立即依据出口民调报道小

池笃定当选。投票结束后不到一分钟，小池就以视频

直播方式发表讲话。

共同社报道，小池处理新冠疫情的表现似乎是帮

助她成功连任的因素之一。出口民调显示，60.7%的

选民对小池应对疫情的表现予以肯定。日本暴发疫

情后，小池在东京都采取减少外出和商业活动等防疫

措施，病例数量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减少。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小池在选战中以应对新

冠疫情的公务优先，且为了防止聚集性感染没有举行任

何街头拉票活动，而是借助互联网竞选。为防备疫情再

次大规模暴发，她还推动充实医疗和检测能力。她打算

缩减因疫情延期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费用。

按共同社说法，小池积极应对疫情与一些民众眼

中安倍晋三政府初期抗疫不力形成对比。

过往政绩是“秘密武器”
而第一任期的成绩和作为现任东京都知事的知

名度，也成为小池的“秘密武器”。

小池百合子现年67岁，2016年7月当选东京都首名

女性知事。在当年的选战中，虽然身为自民党党员，但她

为宣示在东京进行改革的决心而以无党派身份出马，在

没有获得任何政党推荐的情况下，以291万高票获得压

倒性胜利，得票率约44%，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成为东

京都首位女性知事，也是当时日本第7位女性知事，被美

国媒体称作“第一个打破东京‘钢铁天花板’的女性”。

小池还曾经多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前首相小泉纯

一郎内阁出任环境大臣，还是日本首名女性防卫大臣。

这家通讯社 6 月 26 日至 28 日所作一项电话民调

结果显示，1030 名受调查者中，22.8%赞赏小池首个

知事任期表现，57.8%基本认可。

赢得各党派选民青睐
而其他21名竞争对手没有拧成一股绳、共同支持

某一名候选人，从而分散了选票，这也是小池赢得连

任的另一大因素。

共同社民调显示，这次依旧以无党派身份参选的

小池在不同党派支持者中都有颇高人气。受调查者

中，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支持者 70%力挺小池，自民党

执政盟友公明党支持者90%认可小池。另外，在立宪

民主党支持者和没有明确党派支持意向的受调查者

中，大约六成支持小池连任。

但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都政的课题堆积如山，

包括再次蔓延趋势明显的新冠疫情对策及延期至明

年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应对措施等，接下来的 4

年里，小池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将受到考验。

不过，小池的终极目标也许并不是东京都知事，

而是日本首位女首相。“我认为这不现实，但我不认为

她的野心已经消失。”政治时事通讯《东京内线》编辑

岁川隆雄说。

小池百合子连任东京都知事
终极目标是当日本首位女首相？

朴槿惠干政受贿案重审
将于7月10日宣判

据韩联社援引韩国法院5日消息，首尔高等

法院将于10日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和受贿

案的重审进行宣判。

朴槿惠在干政案二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

刑 25 年、处罚 200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1.18 亿

元），受贿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 5 年、追缴 27 亿

韩元，加上涉嫌介入新世界党（现未来统合党）

党内公推案被判2年，合计有期徒刑32年。

最高法院大法院认为，朴槿惠在干政案中

涉及的受贿部分与其他犯罪嫌疑应分开审理，

裁定将该案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审。对于国

情院贿赂案，最高法院认为在二审中认定无罪

的国库损失嫌疑和贿赂嫌疑，均应视为有罪，

也将此案发回重审。

首尔高等法院将两个发回重审的案件合并审

理后将一并宣判。5月在首尔高等法院对干政受

贿案进行终审重审时，检方建议法院判处朴槿惠

有期徒刑 35 年。自2017年10月后缺席所有庭

审的朴槿惠预计此次仍将缺席庭审。□据人民网

淡化疫情
特朗普4日晚在白宫发表独立日演讲，其中谈及疫情

的篇幅并不多。他称美国抗疫取得了“许多进展”，重申病

例激增是“大规模检测”的结果，而“99%的病例完全无

害”。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也许“远不用等到年底”就会研制

出新冠疫苗或药物。

此前，特朗普已于3日在俗称“总统山”的南达科他州

拉什莫尔峰国家纪念碑脚下发表演说，几乎未提疫情。当

天有数千人参会，相互间没有保持社交距离，也鲜有人佩戴

口罩。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且疫情有再

度加剧的趋势。美国疾控中心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

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 57718 例，这也是进入 7 月以来连续

第三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 5 万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逾283.6万例，

死亡病例逾12.9万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卫生记者桑贾伊·古普塔 4

日发表文章说，从美国疫情形势来看，现在还远没到庆祝的

时候。他认为，美国部分地区存在疫情失控风险，美国应当

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反思。

抨击左翼
特朗普 4 日独立日演讲的一大重点是抨击“激进左

翼”。他批评当前美国各地移除内战时期维护奴隶制的南

方邦联纪念物及历史人物雕像的风潮，称那些人是“愤怒的

暴徒”，表示要保护美国历史遗产和生活方式。这与他3日

在“总统山”下的讲话相呼应。

过去一个多月来，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

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一事在美国引发持续的全国性

抗议活动，各地随之掀起移除历史人物雕像等纪念物的

风潮。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社会因种族歧视等问题而分裂

加剧之际，特朗普仍不断发表措辞激烈的言论，这种做法意

在吸引更多保守派选民，为他竞选连任造势。

近来，美国多家民调机构数据显示，特朗普民调支持

率落后于拜登，且差距在继续拉大。现在距离11月初的美

国总统选举投票日仅有约 4 个月时间。随着大选日益临

近，民主党与共和党间的争斗将更加激烈，从疫情到种族问

题都将继续成为双方相互攻击的武器。

对于特朗普的“总统山”演讲，已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提名的拜登竞选团队批评说，特朗普政府置新冠患者、失

业者和美国宪法于不顾，让美国付出了残酷代价。特朗普

竞选团队则回击，指责拜登是“挑起文化战争的左翼暴徒”

的同盟。双方口水战愈演愈烈，都试图利用独立日的机会

吸引选民支持。

印度成全球新冠病例数
第三多的国家

据印度卫生部门 6 日上午公布的数据，过

去24小时中全国新增24248例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累计达 697413 例。由此，印度超越俄罗斯，

成累计病例数第三多的国家。这也是印度连续

第4天新增确诊病例数在2万例以上。同时，过

去 24 小时中还新增了 425 例死亡病例，累计达

19693 例。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德

里是病例数最多的三个邦(或同级行政区)。

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称，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近

日新冠病例增长速度比较快。该邦卫生部长说，

现在我们邦的疫情已经进入社区传播阶段。阿

萨姆邦的最大城市古瓦哈提正进入病例大流行

的阶段，并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从 6 月 29 日开

始，有约220万人口的古瓦哈提开始实施“严格”

的封锁，但疫情的未来发展趋势依旧令人担忧。

疫情虽然没有得到明显遏制，但马哈拉施

特拉邦首席部长乌达夫·撒克里表示，将很快作

出关于允许酒店、餐厅复工的决定；除了钦奈地

区外，泰米尔纳德邦内所有购物商城也从今天

起全部恢复营业。 □据中新社

7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上的行人和车辆稀少。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已超过280万例。 □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疫情严峻 分裂加剧
——今年美国“生日”不快乐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此前一天，美国公布的单日

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据再创新高，达到57718例。

尽管疫情形势严峻，美国总统特朗普依然在3日和4日

连续两天举行庆祝活动，并在演讲中淡化疫情影响、抨击美

国国内的移除雕像风潮，为自己竞选连任造势。分析人士认

为，随着总统选举临近，党派斗争日益激烈，加之疫情和种族

问题的双重打击，美国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