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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月 20 日 24 时，全国累计报
告接种 7495.6万剂次。”国家卫健委新闻
发言人米锋 2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疫情防控总
体保持良好态势，但是仍要更精准、更有
效地进行防控，确保不出现规模性反弹。

不同品牌疫苗能否叠加接种？老年
人、孕妇适宜接种吗？接种后能否摘掉
口罩？21日，多部门回应涉及新冠疫苗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焦点话题。

不同品牌疫苗是否可以叠加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
华表示，关于不同企业生产的疫苗是否
可以叠加或替代接种的问题，仍需要更
多研究。并将在研究结果出来以后，根
据研究结果提出明确的政策措施。

他说，目前国内附条件上市的 4款
疫苗都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是
安全、有效的。公众可以按照所在省区
市的统一安排尽快接种疫苗。

60岁以上老人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部分地区在充分评估后，已经开始
为 60岁以上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开
展接种新冠疫苗。”贺青华回答，目前，疫
苗研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研发，在临床
试验取得足够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以后，
将大规模开展 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
苗接种。

哪些人群不适宜接种疫苗？

贺青华介绍，目前附条件上市的 4
款疫苗在说明书中对接种禁忌有明确界
定，不建议对疫苗所含成分过敏、血管神
经性水肿、呼吸困难、患有癫痫或其他神
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的

人接种新冠疫苗。
他提示，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也

不宜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

华庆说，在接种后如果发现怀孕，基于目
前新冠疫苗的特性和以往使用疫苗的经
验，不建议采取特别的医学措施，例如终
止妊娠，他建议这部分人群要做好孕期
随访和定期检查。

接种疫苗后能否摘掉口罩？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
由于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流行，
国内疫苗接种率较低，来自高流行地区
的人员或物品入境，仍有在境内传播的
风险。

他提示，在我国人群疫苗接种达到
较高免疫水平之前，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在人群聚集的室内或封闭场所，公众仍
然需要继续佩戴口罩，做好个人卫生习
惯，并遵循各地具体的防控措施要求。

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有哪些？

“目前监测到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局
部和全身反应。”王华庆介绍，局部的不良
反应包括如疼痛、红肿、硬结的情况，这些
无须处理，会自行痊愈，全身的不良反应
包括如头痛、乏力、低热的情况。

他介绍，当前接到的不良反应报告
为疑似不良反应，也就是说，属于怀疑和
疫苗有关的反应。后续，将继续开展较
为严重的不良反应调查，通过补充调查、
了解接种史、疾病情况等，再由专家组做
出诊断。
“不管是从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还

是紧急使用的研究结果、上市后监测的

结果来看，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和既往已用的上市疫苗同类品种相
比，结果类似，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王华
庆说。

接种疫苗后还会感染吗？

“总的来说，疫苗的作用是让大多数
人产生保护力，建立免疫屏障，其预防重
症的效果更明显。”王华庆说，从国外目
前已用的疫苗上市评估结果来看，打完
疫苗之后，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出现保护
失败。他表示，将对失败的个别案例进
行研究和调查。

疫苗生产保障情况如何？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毛俊锋
介绍，目前有 5款疫苗获批了附条件上
市或者是获准了紧急使用，包括 3款灭
活疫苗，1款腺病毒载体疫苗，还有 1款
重组蛋白疫苗。

他表示，按照现有的生产安排来看，
全年的疫苗产量完全可以满足全国人民
的接种需求。

现阶段出行政策是什么？

“2021 年春运已安全结束。”米锋
说，当前，国内低风险地区持健康通行
“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
前提下可有序出行，各地不得擅自加码。

他表示，在连续 31天无本土新增确
诊病例后，3月 18 日陕西省报告新增 1
例本土确诊病例。这提示，仍然要始终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对新增散发病
例，要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确保不出现
规模性反弹。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彭

韵佳、陈席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多部门回应涉及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焦点话题

未来正加速而来。5G、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
数字变革在快速推动数字经济变革。

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
“建设数字中国”相关内容重磅亮相。正
在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
济峰会上，如何加快数字化发展，拥抱数
字经济时代成为全球业界关注的焦点。

数字化发展势不可挡

翻开“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数字
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引人注目。
“规划纲要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

是为数字经济、数字中国专设了一篇，这
在中央的重要文件中是第一次。”全国人
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说。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联合国贸发会
议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19》显示，根据
定义的不同，数字经济的规模估计在世界
国内生产总值的 4.5%至 15.5%之间。据
工信部数据，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大趋势。”纽约

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
尔·斯宾塞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
进一步加快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

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之一、
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
特拉看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
5G的发展和应用。他表示，在 5G时代，
以数据为中心的计算能力将会进一步加
强，使数字转型能够在每一个产业都实
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价值。

“数字”为行业全面赋能

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是什么？

论坛上，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数
字经济不是“为数字而数字”，不是
单一新产品的发明，而是要进一步为
不同行业、不同场景赋能，形成新的
发展生态。
“数字经济要实现广泛赋能，也就是

它的连接边界和深度都要继续扩展。”江
小涓说，不管是消费、旅游、交通出行，还
是医疗教育、养老和政府治理，都是数字
经济的应用场景。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教授
表示，互联网的发展让远程教育成为
现实，增强了教育的可及性和公平
性。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彻底改
变教育，最大程度地发现和实现学习
者的潜能。

好未来集团执行总裁万怡挺表示，
长期来看，在线教育的持续发展是趋
势，而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从需求侧来
看，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低成本、高质量
的公平教育的向往；从供给侧来看，是
科技进步带来的教育供给模式创新，如
互联网、大数据、AI等前沿科技与教育
的深度融合。从全球来看，在线方式的
普及，也将推动教育服务国际贸易持续
增长。

在应对未来健康挑战方面，数字赋
能将带来巨大机遇。高通公司首席执
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表示，高速的数
据传输能够为急救人员提供更多的信
息，并支持更准确的诊断。比如，联网
救护车能够在途中从医院获取病人档
案，帮助医生在病人抵达医院前制定救
治方案等。

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下一个颠覆性创新在哪儿？
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看来，数字医疗、自动驾驶汽车、解决
交通堵塞的 3D隧道，都可能是改变相
关领域的创新技术。

未来的图景取决于今天的创造。
作为创新主体，面对呼啸而来的数

字经济时代，企业如何进一步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面对各种数字技术的出现，企业

只有主动拥抱新的技术浪潮才能够更好
地把握未来。”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
秋说。

近年来，伊利在全产业链中推行
数字化。在上游打造智慧牧场，通过
相关系统管控奶牛产好奶、多产奶，
在中游打造智能工厂，更好地降成
本、控品质、提效率，在下游通过数
字化技术，加强社区零售和消费市场
发展新态势研究。

科大讯飞总裁吴晓如表示，面对
数字化浪潮，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成功率。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

成功率只有 10%，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大
概到了 40%。”他表示，要把企业未来发
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更好地融合起
来，这就需要让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的创
新规划，更好地承接转化，同时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提升企业科研创新动力。

旷视科技合伙人兼总裁付英波表
示，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苦练内
功，注重本质创新和创新质量，打造高
质量的知识产权集群，另一方面要助力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领域和新业
态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到真正保护创
新、促进创新、鼓励创新，让行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樊

曦、周圆）

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建设数字中国”相关内容重磅亮相。正在举行
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如何加快数字化发展成为焦点话题—

数字经济时代呼啸而来
新华社福州3月21日电 （记者

陈弘毅）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宣
讲报告会 20日在福建福州举行。中央
宣讲团成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欧阳淞作宣讲报告。

在报告中，欧阳淞紧紧围绕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
要论述，结合福建红色革命历史，全面
准确地讲解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阐述了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原则、
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欧阳淞还从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
论述为指导，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作，
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出发，进行了深

刻阐释。福建省党政机关干部、省委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理论工作
者、高校师生、省属企业职工代表等共
1.27万人在主会场和各分会场参加了
宣讲报告会。

宣讲期间，欧阳淞还到福州大学
作党史专题宣讲，与师生代表进行互
动交流，并深入福州市马尾区滨江社
区，了解社区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与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现场互动问答。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福建举行

3月16日，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村民和务工人员在田间劳

作。近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大部分农区进入春耕时节，田间地头处处

可见春耕备耕景象。 新华社发
高原春耕忙

3月2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准备用薄膜覆盖3号“祭祀坑”，结束当天的工作。当日，在四川省成

都市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记者获悉，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

前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新华社发

三星堆遗址“再惊天下”现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上接第一版）

“她是医生，更像是

母亲”

走进宋青的办公室，一抬眼，记者
就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块匾——“士兵的
母亲”。

对于宋青来说，“士兵的母亲”这个
称呼是对她从医生涯的最高褒奖。这个
称呼浓缩着她一次次全力抢救年轻战友
的真情时刻——

那年，某部 18名学员在高强度训练
中突发热射病，被紧急送到解放军总医
院救治。在急诊室，看到这 18个年轻的

生命在生死线上挣扎，宋青心疼得眼眶
发红。

那一刻，宋青对自己说：18 名患病
学员一个都不能放弃，争分夺秒，全力
以赴！

那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生命保卫
战。

密切关注生命体征，精准施策对症
抢救。经过近 20天的连续奋战，18名重
病学员全部康复，无一例留下后遗症。

从那以后，这 18 名被宋青从死亡
线上拉回来的学员，亲切地称呼她“宋
妈妈”。
“这些年轻的战友，谁不是父母的心

头肉？”在宋青看来，只有打赢这样一场

“战斗”，她才可以对自己、对患者以及患
者家人有一个满意的交代。

前不久，当年那批重病学员中的马
志伟突然给宋青打来电话——

原来，在马志伟担任指导员的连队，
一名战士突发热射病。想到自己当年那
么严重的病症都能被“宋妈妈”救回来，
他第一时间向宋青求助，并立即组织人
员将这名战士送往解放军总医院。

十万火急。接到电话，正在外地执
行任务的宋青边电话指导，边连夜赶回
医院抢救，这名战士最终转危为安。
“她是医生，更像是母亲。”马志伟

说，“从当年抢救我，到现在抢救我的战
友，她是我们永远贴心的‘宋妈妈’。”

新华社香港3月21日电 （记者朱
宇轩、林宁）香港各界“撑全国人大决
定 完善选举制度”连线 （简称“连
线”） 21日宣布，逾 238万名香港市民
参与其组织的线上、线下签名联署行
动，支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
决定。

香港各界人士及团体 3 月 11 日成
立“连线”，发起宣传解读、全港大签
名等系列活动。“连线”总召集人、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在 21日举行
的发布会上介绍，超过 1300 个团体、
逾 5300 名义工主动参与宣传活动，向
市民讲解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正当性
和必要性，派发了超过 140 万张宣传
单。从 11 日开始至 21 日的 11 天内，
“连线”在街站共收集签名 1320422
个，剔除重复和无效签名 108553 个，
共 1211869 个 ； 网 上 签 名 共 1280550
个，剔除非香港本地 IP和 IP 不明签名

106687 个，共 1173863 个；合计签名
2385732个。

签名行动为香港市民提供表达心声
的平台，香港市民不分年龄、职业，踊
跃参加。谭耀宗表示，自活动发起以
来，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
政团及社团领袖纷纷带头签名，支持全
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
完全国两会返港后，也第一时间赶赴街
站签名，用实际行动传递两会声音；香
港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学校学生、少
数族裔等积极回应。
“连线”多位召集人也表达了他们

对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支持。全国人
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
惠珠表示，让“一国两制”这艘船行
稳致远，第一件事就是负责驾船的人
要非常团结，我们要一条心，和国家
的大船队一起航行，为民族复兴作出

贡献。
自行动发起以来，香港民建联在

全港各区设置街站，收集市民签名。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相信，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是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心声。她
强调，香港需要拨乱反正，我们不能
再蹉跎岁月，而应谋划长远，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强调，
“爱国者治港”理所当然，相信完善选
举制度后，香港可以选出有能力的爱国
者，配合特区政府贯彻行政主导，让香
港在下一阶段发展得更好、市民生活得
更好。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香港经民
联主席卢伟国、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
龚俊龙、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换炎
等均表示，将坚定支持全国人大完善香
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让“一国两制”行
稳致远，令香港长治久安。

逾238万香港市民签名支持
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