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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信辦啟動封禁「黑嘴」自媒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針對近期個別地方將學生開學

返校與家長接種新冠病毒疫苗掛鈎的做法，教育部在27日舉行的發布會上

回應稱，已發出明確通知，堅決叫停。關於秋季學期開學疫情防控，教育部

要求，逐校評估開學返校條件，不達要求不能開學。各地和學校要切實加強

返校前人員健康檢測，精確掌握師生返校前連續14天健康狀況和行程軌跡，

中高風險地區學校暫緩開學，有中高風險地區旅居史的師生暫緩返校，境外

師生未接到學校通知一律不返校。高校師生員工開學入校時，需持48小時內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教育部叫停「疫苗掛鈎上學」
強調不達當地防控要求不能開學 高校師生返校需持48小時內核檢證明

●責任編輯：裴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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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中國互
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8月27日發布的第48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
至2021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互聯網
普及率達71.6%。超10億用戶接入互聯網，形成
了全球最為龐大、生機勃勃的數字社會。
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中國網民的人均

每周上網時長為26.9個小時，較2020年12月提升
0.7 個小時。其中，50 歲及以上網民佔比為
28.0%，較2020年6月增長5.2個百分點。農村網
民規模為 2.97 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
59.2%，較2020年12月提升3.3個百分點，城鄉
互聯網普及率進一步縮小至19.1個百分點。農村
地區通信基礎設施逐步完善，推動農村互聯網使
用成本逐步下降。
隨着企業數字化轉型推進，以在線辦公為代表的

靈活工作模式持續創新發展。截至2021年6月，中
國在線辦公用戶規模達3.81億，較2020年12月增長
3,506萬，網民使用率為37.7%，在線辦公市場日益
活躍，細分應用持續發展，在線視頻/電話會議、在
線文檔協作編輯的使用率均為23.8%。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報道，國
家網信辦決定26日起開展清朗．商業網站平台
和「自媒體」違規採編發布財經類信息專項整
治，以打擊部分商業網站平台及其「自媒體」
賬號屢屢發生違規發布財經新聞、歪曲解讀經
濟政策、唱衰唱空金融市場、充當「黑嘴」博
人眼球、造謠傳謠、敲詐勒索等違法違規行
為。

遏制財經類信息網上傳播亂象
在27日召開的清朗．商業網站平台和「自

媒體」違規採編發布財經類信息專項整治部
署會上，國家網信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即日
起至10月26日，為專項整治的第一階段，整
改期間，網信辦將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
政部、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保監會等
財經主管部門，督促指導主要商業網站平台

對照專項整治要求，集中清理一批違規發布
的財經類信息，依法依規嚴處一批問題嚴重
的網站平台，封禁關停一批充當「黑嘴」、
敲詐勒索、社會反映強烈的「自媒體」賬
號。
國家網信辦10月26日後將對第一階段專項
整治情況進行評估，視情開展下一階段專項
整治，努力通過一段時間的深入治理，有效
遏制財經類信息網上傳播亂象，為推動經濟
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網上輿論環境。

打擊惡意唱空唱衰造謠曲解等行為
負責人介紹說，此次專項整治重點聚焦財經
類「自媒體」賬號、主要公眾賬號平台、主要
商業網站平台財經板塊、主要財經資訊平台等
四類網上傳播主體，重點打擊八類違規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胡評妄議、歪曲解讀中國財

經方針政策、宏觀經濟數據，惡意唱空金融
市場、唱衰中國經濟等；毫無立場、不加判
斷地轉載搬運境外歪曲解讀財經領域熱點的
報道評論等；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謂
「揭秘」「重磅」「獨家爆料」「知情人士
稱」為名進行渲染炒作，造謠傳謠；轉載合
規稿源財經新聞信息時，惡意篡改、斷章取
義、片面曲解等「標題黨」行為；充當金融
「黑嘴」，惡意唱空或哄抬個股價格，炒作
區域樓市波動，擾亂正常市場秩序；炒作負
面信息對相關利益主體進行威脅恐嚇、敲詐
勒索，謀取非法利益；炒作社會惡性事件、
負面極端事件，煽動悲情、焦慮、恐慌等情
緒，藉以推銷所謂「財商課」、各類保險產
品等；未嚴格履行身份認證程序，冒用濫用
財經主管部門工作人員或專家學者等名義開
辦財經專欄、賬號等。

成
全
球
最
大
數
字
社
會

教育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辦公室主任、體育衞生與藝術教育司

司長王登峰表示，有個別地方把學生是否注
射疫苗，甚至把家長是否注射疫苗，作為能
否返校的條件。對此，教育部已發出明確通
知，要堅決叫停。王登峰表示，校園人群高
度密集，在疫情防控方面，要做得更加嚴
格、更加到位，這是非常必要的，但從嚴的
同時也要依法。「我們國家目前接種疫苗的
法律依據是，無論12-17歲，還是成年人，
都要遵守知情、同意、自願的前提。所以不
應該把本人以及共同生活的人是否接種疫
苗，作為開學返校、入校的一個標準。要再
次重申，我們要從嚴，也要依法依規執行疫
情防控措施。」

北京：有出京史返校須提供核檢證明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有學校要求學生和共

同居住人需在京14天，凡是有出京史的需
要提供核酸檢測證明才能返校。有輿論認
為，這些舉措屬於防疫過度。對此，北京市
教委副主任劉曉明表示，北京重大活動和重
大任務比較多，9月份就有服貿會，接着還
要迎接冬奧會，這些都需要北京要有更加嚴
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來確保首都的安全穩定
大局。
「目前小學和幼兒園還沒有開展疫苗接
種，假期人員廣泛流動，學生依然是風險較
大的易感人群，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在開
學返校前開展核酸檢測和健康監測的工
作。」劉曉明說。
據悉，教育部日前會同國家衞健委出台
《高等學校、中小學校和託幼機構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技術方案（第四版）》，為開學以
後校園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科學指導。
王登峰指出，經過分析研判，按照國務院

聯防聯控機制對形勢的判斷，教育部立足要
在秋季學期實現安全和正常開學。要實現這
樣一個目標，教育部明確提出，各級各類學
校沒有滿足當地疫情防控要求，不能開學。
校園的各項疫情防控措施落實不到位，不能
開學。沒有制定詳細、可行的應急預案，不
能開學。

教育部：做好開學入校健康檢查
另據國家衞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
介紹，教育部要求，師生員工要做好開學入
校健康檢查。高校師生員工返校前要提供48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返校後按照當地
要求進行核酸檢測。中小學校和託幼機構師
生員工，暑期有出境、到過中高風險地區或
其他異常情況的，返校前提供48小時內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
此外，各學校要在入口處張貼健康碼圖
識，師生員工入校時嚴格進行身份核驗和體
溫檢測，外來人員還需要查看健康碼、行程
卡。加強冷鏈食品包裝、郵快件預防性消

毒。高等學校學生在校園內要戴口罩。「對
中小學生來說，如果學校所在的縣（市、
區）內沒有中高風險地區，學生上課時可以
不戴口罩。幼兒園在園期間可以不戴口
罩。」賀青華說。

內地各階段學校防疫要求
高校
●返校要求：師生員工開學前需持48小

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境外師生員
工未接到學校通知一律不返校，返校
時按照內地相關政策要求接受管理。

●進校門管理：師生員工入校時嚴格進
行身份核驗和體溫檢測，外來人員還
需檢查健康碼、行程卡，所有人員佩
戴口罩入校。

●校園活動管理：重大活動原則上應安
排在室外；學生宿舍嚴禁外來人員；
加強對開放的教室、自習室、圖書
館、體育場等公共空間內的人員密度
控制。

中小學
●返校要求：低風險地區師生員工，經

學校審核健康狀況符合當地疫情防控
要求後即可返校；出境及途經中高風
險地區師生員工，返校前須提供48小
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進出校門管理：實行校園相對封閉管理，
做到專人負責、區域劃分合理、人員登記
排查記錄齊全。校外無關人員一律不准進
校。

●校園活動管理：校園聚集性活動非必
要不舉辦。學校要保證學生體育鍛煉
時間。

託幼機構
●返園要求：低風險地區教職員工和幼

兒，經園方審核健康狀況符合當地疫
情防控要求後即可返校；出境及途經
中高風險地區教職員工和幼兒，返園
前須提供 48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

●進出園門管理：相對封閉管理，接送
錯時出行，接送幼兒不入園。

●園內活動管理：教師、保育員等要相
對固定，減少在不同群體間流動重
疊；從嚴控制開展兒童聚集性活動，
不組織大型聚集性活動；每日兩小時
以上的戶外活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衞健委首次明確：三類人群可考慮加強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國家衞健委26日首次明確，從
事海關、邊檢等工作的重點人群，60
歲以上人群，以及需要出境赴疫情高
發區的人員，在新冠疫苗接種6個月
後，可以接種第三劑加強針。截至8月
26日，內地累計接種新冠病毒疫苗20
億391萬劑次，其中12-17歲人群接種
已經達到1億2,443萬劑次。疫苗接種
的總人數達到了10億7,250萬人，覆蓋
全國人口的76%，完成全程接種的有8
億8,399萬人。

第三劑接種非常安全
國家衞健委醫藥衞生科技發展研究中

心主任鄭忠偉表示，目前內地已展開新
冠疫苗加強針研究，國藥、科興的疫苗
研究均發現，第三劑疫苗的接種非常安
全，保護效果也能夠得到提升。專家
認為，目前中國疫情防控形勢很好，重點
是外防輸入，對輸入風險高的，比如海關、
邊檢、航空、隔離點、定點醫療機構等工
作人員，在完成免疫程序6個月後，可以
開展加強接種。60歲以上的人群接種後的
免疫效果不如18-59歲人群，可以開展一
劑加強針。對於由於工作、學習、交流的
需要去境外的疫情高風險地區或者國家的
人群，專家也建議可開展加強免疫。至於
是否對全人群開展加強免疫，還待進一步
研究及綜合判斷。

完成接種者感染率較低
針對新冠疫苗的接種情況，鄭忠偉

表示，全球累計接種新冠疫苗已經超
過50億劑次，其中全球接種中國的
新冠疫苗超過25億劑次。從目前國
內收集到的接種疫苗後感染的病例可
以看到，發生接種後感染的還是比較
少的。如果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種，發
生接種後感染的概率還是比較低的。
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昨日表

示，內地現有本土確診病例自8月16日
首次下降以來，已連續11天下降。截至
8月26日，內地有26個省份和新疆生產
建設兵團全域為低風險地區，中高風險
地區下降到38個。在發生疫情的50個城
市中，已有45個城市超過5天無新增感
染者報告。全國疫情總體呈下降趨勢，

風險總體可控，全國層面發生大規模疫
情的風險得到有效遏制。
談及新冠疫苗在本輪疫情中的作

用，鄭忠偉表示，本輪疫情的重症病
例當中，完成免疫程序14天以上的人
員，佔重症的比例小於5%，也就是說
重症病例中95%以上是沒有接種或者
沒有完成免疫程序人員。在60歲以上
重症人群當中，超過90%以上是沒有
接種疫苗，或者沒有完成接種疫苗
的。揚州出現的危重症患者，都沒有
接種疫苗。「新冠疫苗接種，可以很
明確地說，對整個這波疫情的控制是
有好處的。」鄭忠偉說。

●教育部要求逐校評估開學返校條件，不達要求不能開學，但針對近期個別地方將學生開學返校與家長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掛鈎的做法，教育部叫停。圖為上海市黃浦區中華路第三小學老師布置教室迎接新學期。 新華社

●8月24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飛虹社區一處疫苗接種點，醫護人員為老人接
種新冠疫苗。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