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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我们达到
80%人口接种率，我
们解封了部分措施。
我们预想到病例会上
升，但是，上升的速
度比我们预想的快，
因为德尔塔传播力实
在太强。

本波疫情刚开始
时，我们的医疗系统
还 能 应 付 。 但 是 ，
如果病例不断上升，
我们的医护人员肯定
疲于奔命。病例大肆
上升，重症病人也会
增加，这么一来，住
院病人和ICU病人肯
定也增加，我们的医
疗资源就会迅速被挤
兑。

因此，我们上个
月收紧了限制措施，
目的是压缓传播，让
医护人员有喘口气的
机会，同时，我们抓
紧时间扩充医疗，加
强治疗能力。

下一步，我们必
须坚持共存策略。首
先 必 须 调 整 的 是 心
理。我们必须敬畏病
毒 ， 但 不 能 被 它 吓

坏。我们必须尽可能
正常地过生活，采取
个人防护措施，遵守
限制措施。

有了疫苗，对我
们大部分人来说，冠
病现在是可治的、不
严重的。

尤其是年轻人。
对其他人来说，即便
年龄不小，但已经接
种了疫苗，问题不会
太大。冠病现在主要
的威胁是老人，特别
是80岁以上年长者，
和60岁以上未接种疫
苗的人员。

对其他98%人口
来说，如果我们被感
染，我们完全可以在
家康复，就像患了流
感在家康复一样。

因为，居家康复
是常态。无症状和轻
症病人居家康复，可
以把宝贵的医疗资源
留给重症病人，尤其
年长者。

当然，如果家里
有体弱人员，你可以
到社区隔离设施进行
隔离和康复。

许多人仍对居家
康复质疑。因为他们
对冠病害怕，担心传
染给其他家居成员，
也担心万一转为重症
无法求救。

我 理 解 这 些 忧
虑。

我向各位保证，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支
援。之前，我们准备
不足，现在我们改进
了。任何人在居家康
复时如果出现严重症
状，我们会送院并提
供必要治疗。

我们也会让大家
清晰知道如何进行居
家康复，流程不再复
杂。

我们最担心的是
年长者，尤其是尚未
接种的、有基础病病
史的年长者。

我们早晚有一天
会接触到冠病病毒，
包括年长者。对他们
来说，风险很高。如
果我们每天新增5000
起，就有可能有100
起会转为重症。

在接下来几周，

我们会看到死亡病例
继续上升。我们必须
保护好自己，未接种
的赶紧去接种，尤其
是年长者。年长者应
该尽快接种加强针。

目前12岁以下儿
童没有疫苗保护。虽
然数据显示儿童感染
极少转为重症，但父
母感到焦虑，我充分
理解。

我们正关注美国
的儿童疫苗试验。一
旦试验成功，获得批
准，我们会第一时间
安排儿童接种，这很
可能在明年年初。

我们必须重新与
世界连接，包括重开
边境。企业与投资者
需要出境做生意，学
生需要出境求学与实
习，分居海内外的家
人要团聚。

我 们 已 启 动 德
国、文莱旅行走廊，
韩国走廊则在下个月
启动。我们与疫情稳
定的国家进行这类重
开，可以让我们与全
球供应链维持联系，

维护新加坡的国际枢
纽地位。

接下来几个月是
关键。未来几周，新
增病例仍会上升，医
疗 系 统 仍 会 受 到 压
力，我们可以减慢德
尔塔的传播，但我们
无法阻止。

峰值总会来到，
但我们无法断定是什
么时候。从其他国家
的经验判断，希望我
们的峰值在一个月内
出现。

峰值之后，医疗
系统压力减轻，我们
到时就可以逐步放宽
限制措施。不过我们
必须谨慎解封，避免
又出现新的一波。

我在此感谢医护
人员，大家辛苦了，
在这一波之后，应该
就会好转了。

对广大国民，我
们需要你的支持：医
院和医护人员是我们
的 最 后 防 线 ， 我 们
要保护好他们。我们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社
交活动，尽快接种疫

李显龙：预计新加坡3至6个月
达到与病毒共存新常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