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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14日公布《关于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

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现阶

段可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

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

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

免疫接种。第二剂次加强免疫与第一剂次加强免

疫时间间隔为6个月以上。

根据实施方案，所有批准附条件上市或紧

急使用的疫苗均可用于第二剂次加强免疫。

优先考虑序贯加强免疫接种，或采用含奥密克

戎毒株或对奥密克戎毒株具有良好交叉免疫

的疫苗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有关组合

如下：

3剂灭活疫苗+1剂康希诺肌注式重组新冠病

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

3剂灭活疫苗+1剂智飞龙科马重组新冠病毒

疫苗（CHO细胞）；

3剂灭活疫苗+1剂康希诺吸入用重组新冠病

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

3剂灭活疫苗+1剂珠海丽珠重组新冠病毒融

合蛋白（CHO细胞）疫苗；

2剂康希诺肌注式腺病毒载体疫苗+1剂康希

诺吸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

3剂灭活疫苗+1剂成都威斯克重组新冠病毒

疫苗（sf9细胞）；

3剂灭活疫苗+1剂北京万泰鼻喷流感病毒载

体新冠病毒疫苗；

3剂灭活疫苗+1剂浙江三叶草重组新冠病毒

蛋白亚单位疫苗（CHO细胞）；

3剂灭活疫苗+1剂神州细胞重组新冠病毒2

价S三聚体蛋白疫苗。

实施方案要求确保接种安全。各地要继续把

接种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严格按照《预防接种工作

规范》要求，规范组织接种实施。各地卫生健康部

门要落实接种单位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急诊急救

人员驻点保障、有急救设备药品、有120急救车现

场值守、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救治绿色通道的“四

有”要求，保障接种安全。接种单位要做好加强免

疫的接种信息登记和疫苗流向管理，及时准确更

新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和预防接种凭证中接种记录

相关内容。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为解答群众对新

冠肺炎疫情数据的有关疑问，中国疾控中心12月

14日发布新冠肺炎疫情数据的专家解读，由中国

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做出专业解答。

问：近期我们从国家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数

据，发现呈现下降趋势，和群众感知不一致，是什

么原因？

答：2020年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

染病的报告、预防和控制措施，这就是“乙类甲

管”。其诊断分类包括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

状感染者。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诊

断新冠肺炎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后，需在规定时限

内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近期，各地出现报告数据下降，和群众的感受不

一致，主要原因：一是防控措施进一步调整优化后，

不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除重点人群、重

点场所外，其他人员以“愿检尽检”为主，全国核酸筛

查人数总量下降，医疗机构报告感染者数据相应减

少。二是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及疑似病例，特别

是自测抗原阳性人员居家治疗，无需去医疗机构就

诊，相关信息无法纳入医疗机构填报数据中。

问：为什么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相关信息？

答：当前，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实行“愿检尽检”

为主的策略，许多无症状感染者不再参加核酸检

测，也无需去医疗机构就诊，难以准确掌握无症状

感染者的实际数量，从今天（2022年12月14日）起

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但对无症状感染者

继续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导居家健康监测，关

心其健康状况，给予相应服务。

问：下一步如何适应新形势，开展监测和报告

工作？

答：继续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网络

直报为主体，做好医院就诊病例的监测和报告。

同时，依托全国流感样病例监测系统，开展哨点监

测等多种形式的监测，加强养老机构、精神病院、

福利机构、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重点机构聚集性

疫情的监测和报告，及时掌握疫情规模、范围、强

度和病毒变异情况，研判疫情趋势，为防控政策制

定提供科学依据。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随着新冠病毒

感染者增多，部分地方解热镇痛等相关药品出

现紧缺。在14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

司长周健表示，有关部门正多措并举加大重点

药物市场供给，努力缓解“买药难”。总体看，我

国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物的产能能够满足患者

用药需求。

周健介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九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中医药

干预指引》提到的相关药物，工业和信息化部加

大相关生产企业生产要素保障，将有关生产企业

和重点配套企业纳入白名单管理；派出驻企特派

员，会同当地有关部门保障重点药物的生产供

应，及时帮助解决物流、用工等方面困难，支持企

业加班加点迅速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

同时，加快推进重点企业扩能扩产，通过技

术改造、新建生产线和委托生产等方式，想方设

法挖掘现有产能潜力，提高产量；将解热镇痛药

作为重点，坚持日调度、周报告，建立应急值班值

守和快速响应机制，千方百计提高产量。

此外，为了确保重点人群的用药需求，工

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各地有关方面制定工作方

案，按照“患者优先、精准投放”原则，优先保障

医疗机构、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药品供应；同时，

组织大型网上药店开发患者线上购药平台，经

实名认证、上传抗原检测证明等，及时向患者

配送药品。

“我国医药工业基础坚实，相信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相关药品产能会很快得到释放，能够

有效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周健说。

新冠疫苗第二剂加强针接种方案发布

12月14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

热点问答

我国正加大市场供给
努力缓解“买药难”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公安部

获悉，今年6月“拔钉”行动开展以来，国务院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先后将

470余名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头目和骨干纳入重点缉

捕范围。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其中240余名，

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150余名、起诉80余名。

在公安部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的12名电信网络

诈骗集团重大头目和骨干人员中，公安机关已抓获

10名，检察机关起诉6名，其他犯罪嫌疑人正在全力

缉捕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还在近日联合挂牌督

办第二批3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全

力缉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头目和骨干，切实维

护良好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美国政府13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11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整体涨幅比前几月略有

下降，但由于食品、服务等价格涨势延续，民众仍

然面临较高生活成本压力。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11月CPI环比上涨0.1%，

同比上涨7.1%。同比涨幅略低于10月的7.7%，

比6月9.1%的近41年峰值有显著下降，但仍处于

高位。

据美联社报道，11月食品杂货价格环比上涨

0.5%，同比上涨12%，仍是美国经济的“麻烦之

处”，导致不少民众面临买不起食物的困境。

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圣玛丽食物银行门

前时常排长队。这一慈善机构上月分发感恩节

食物时，来自全州各地共约1.9万个家庭前来领

取，创下新高。发言人杰里·布朗说，上周共有

4717个家庭从这家食物银行一处主要分发点领

取食物包，比去年同期增加63%。

13日在这家食物银行门前排队的单亲母亲罗

莎·达维拉说，她没有工作，食物价格高、买不起，3

个十几岁的孩子“整天吃零食和即食麦片”。

另一名排队领取食物的母亲阿尔玛·昆特拉

说，尽管她丈夫是一名全职油漆工，但夫妻俩还

得每月来食物银行两三次，才能为3个学龄期孩

子提供足够食物。

“高物价对我们造成了真真切切的影响。”昆

特拉说，“房租、各种账单，尤其是食物花销”都让

她感到压力。

除了食品，牙科护理、餐厅消费、汽车保险、

车辆修理等多项服务价格11月也延续涨势，部分

服务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先

前说，他主要依据商品、住房和服务3个类目的

价格趋势判断通胀走势，目前商品和住房价格涨

势有所放缓，但大多数服务价格可能将持续处在

高位。

为遏制通胀，美联储3月以来已连续6次上

调利率水平，其中4次加息75个基点。据美联社

报道，各界普遍预计美联储14日将再次加息50

个基点，将短期利率推至15年来最高点。这将进

一步抬高贷款利率，加重消费者和企业负担。

据路透社报道，11月CPI数据提升了市场对

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的预期，但对通胀放缓趋势

能否保持的疑虑仍然存在。

巴克莱银行美国股权投资策略部门主管韦

努·克里希纳说：“今天的CPI数据从趋势来说是

好的，但需要保持住……对于能否实现2%的美

联储通胀目标，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说，11月CPI数据中，

汽车、玩具等商品价格涨势放缓对正为圣诞和新

年假期采购的民众而言是好消息。但他承认，通

胀在明年年底前可能不会回到“正常水平”。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美国通胀略微放缓
民众生活压力仍大

国际观察

13日，人们在纽约一家商店购物。新华社发

公安机关抓获240余名电诈集团头目和骨干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工信部

获悉，工信部近日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

管理办法（试行）》，共八章四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

界定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和数据处理者概念，明

确监管范围和监管职责；确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重

要数据识别与备案相关要求；针对不同级别的数据，

围绕数据收集、存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销毁、

出境、转移、委托处理等环节，提出相应安全管理和

保护要求等七个方面，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管理办法明确，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包括工

业数据、电信数据和无线电数据等。工业数据是指

工业各行业各领域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

理、运行维护、平台运营等过程中产生和收集的数

据。电信数据是指在电信业务经营活动中产生和

收集的数据。无线电数据是指在开展无线电业务

活动中产生和收集的无线电频率、台（站）等电波参

数数据。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管理办法重点解决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

的问题，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地方行业监管部

门”两级监管机制，以数据分级保护为总体原则，要

求一般数据加强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重要数据在

一般数据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重点保护，核心数据在

重要数据保护的基础上实施更加严格保护。

工信领域数据安全明确监管范围和职责

新华社加拿大蒙特利尔12月13日电 联合

国 13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期

间宣布，践行中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

“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

复旗舰项目”。

联合国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还包

括：旨在恢复覆盖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森林生态的

“大西洋森林三国公约”；已恢复约7500公顷沿海生

态的“阿布扎比海洋恢复计划”；印度政府投资高达

42.5亿美元的“恒河复兴”项目；由非洲联盟于2007

年发起的“绿色长城修复与和平计划”；旨在恢复塞

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干达和卢旺达山地生态系

统的“多国山地倡议”；重点关注瓦努阿图、圣卢西亚

和科摩罗独特生态系统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项

目”；旨在于2030年恢复10万公顷土地并创造5000

个永久性工作岗位的“中美洲干旱走廊计划”项目；

为扭转中亚地区广阔草原等衰退趋势创建的“阿尔

滕达拉草原保护倡议”；旨在为红树林自然复兴创造

条件的“印尼自然建造项目”。

“中国山水工程”入选“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