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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

　　米锋表示，个别地方接种工作中
出现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强制
要求全员接种，对此必须坚决予以
纠正。
　　“18岁以上的成年人是接种主
体。”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
说，作为社会活动相对频繁的群体，接
种疫苗既保护自己，也为家里老人和
儿童建立起有效保护屏障。
　　他介绍，在疫苗接种工作中，要坚
持“应接尽接”和自愿原则相结合，引
导并鼓励群众积极接种、主动接种。

如何顺利推进中高考？

　　“2021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至8
日举行。”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刘培
俊说，教育部已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
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教育部门和学校提前谋划。特别是要
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命题制卷、考点考
场、评卷等重点场所的安全，确保广大
考生和考务工作者生命健康安全，确
保高考顺利平稳。
　　“中考由各地统一组织实施。”刘
培俊介绍，从目前疫情防控趋势来看，
基本态势稳定，中考工作可望如期举
行。除统一部署外，要做好两个特殊

安排：一是对回国参加考试的人员以
及其密切接触者，安排备用考场，采取
特殊措施，确保他们参加考试；二是如
果在中考前后出现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要加强预案，启动应急措施，考虑
适当调整中考时间。

在校大学生接种情况如何？

　　“现在大学生疫苗接种的进展总
体情况平稳有序。”刘培俊说，教育系
统疫苗接种工作要统筹对接全国疫苗
接种的总体部署，做到服务保障到位；
统筹对接当地的疫苗接种政策，做到
配合协同到位；统筹学生特点需求，做
到宣传引导到位。
　　他介绍，下一步，教育部门将继续
做好疫苗接种的宣传动员和引导工
作，确保校园健康和师生安全。

五一假期受影响吗？

　　“总体来说，我国疫情控制形势较

好。”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说，这为五一假期开启“绿灯”。
　　但他同时提示，瑞丽疫情提醒我
们，因境外输入而造成国内疫情发生
甚至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疫情防控
不能放松。公众在假日期间不要组
织、参与聚集性活动；在旅行途中要做
好个人防控措施。

接种疫苗如何产生保护效果？

　　吴尊友介绍，疫苗接种有两个保
护效果。一是对疫苗接种的个体产生
保护效果，二是当接种个体达到一定
比例时能够形成对群体的保护，也就
是群体免疫。
　　“对于新冠病毒，它需要达到人群
的70%、80%才能产生群体保护效果。”
他说，如果免疫接种率低，就无法产生
群体免疫。
　　“我国目前已经布局了五条技术
路线。”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说，目前我国研发的mRNA

疫苗也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接种新冠疫苗
影响HPV疫苗免疫效果吗？

　　王华庆介绍，从理论上看，接种
HPV疫苗和新冠疫苗不会影响免疫效
果，但是发生疑似不良反应需要鉴别。
通常情况下，不建议新冠病毒疫苗和
HPV疫苗，还有其他疫苗同时进行
接种。
　　但如果需要注射狂犬疫苗或者破
伤风疫苗时，他建议不要考虑时间间
隔，可优先接种狂犬疫苗和破伤风
疫苗。

如何把握疫苗接种的禁忌？

　　王华庆介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技术指南(第一版)》明确5种不适宜接
种疫苗的情形，公众可以参考。
　　他提示，接种禁忌当中有些是暂
时状态，如果禁忌的状态不存在，就可
以接种疫苗。此外，对于鼻炎、咽炎等
常见病、多发病，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接
种疫苗。
　　王华庆提示，如果在使用免疫抑
制药物，接种后可能会影响疫苗效果。
如果不能判断，建议将用药情况和用
药史向接种医生如实说明，由医生作
出判断。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不
少，受害对象正从老年人逐渐向中青
年等更多人群转移，甚至连高学历人
才也难以幸免。
　　根据湖北武汉警方今年3月份通
报，武汉某高校一名博士生3月份接到
自称是“银监会工作人员”的电话，称
该生在网上有贷款记录需要取消，否
则影响个人信用。该生信以为真，按照
对方要求进行操作，被骗10万余元。目
前，警方仍在调查中。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消息，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体开始向
低龄、低学历、低收入“三低”人群发
展，诈骗手法多达6大类300多种，而且
不断“推陈出新”。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初发布的
信息，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网络犯罪
案件以年均近40%的速度攀升。在所有
网络犯罪中，网络诈骗、网络赌博高位
运行，成为当前主要网络犯罪。

　　伴随网络诈骗治理工作深入推
进、用户防范意识有所增强，诈骗套路
也不断翻新，呈现出新的特点。

　　———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模式持
续升级。根据去年12月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发布的《新形势下电信网络诈
骗治理研究报告(2020年)》(以下称《报
告》)显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呈现出
从电话诈骗向互联网诈骗转变的趋
势。诈骗模式与引流推广方式也不断
升级，诈骗过程开始呈现接触周期长、
诈骗环节多、多手法叠加、跨平台实施
等特点。比如，“杀猪盘”诈骗同时涉及
婚恋交友、即时通信等多个业务平台，
诈骗全程长达1至3个月。
　　———“随机诈骗”向“精准诈骗”转
变。与广撒网、随机式诈骗方式不同，

“精准诈骗”更具针对性和指向性，欺
骗性、迷惑性进一步增强。一些犯罪分
子还从单一“对话式”诈骗向“情景剧
式”诈骗转变。
　　今年年初，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
法院审结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7
名辅警非法卖给“下家”的车辆信息达
1万余条，总计非法获利15万余元。“下
家”又将这些信息层层倒卖，该案涉案
总额达100余万元。

　　———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愈发活
跃。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
示，在我国持续高压打击和有效治理
下，境内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空间明显
压缩，诈骗分子进而开始“走出国门”，
逐步向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转移。同
时，为了躲避监管处置，一些诈骗分子
大 量 利 用 境 外 电 信 网 络 资 源 实 施
诈骗。
　　今年2月，宁夏银川警方通报破获
一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捣
毁了一个长期盘踞在缅甸勐波县的诈
骗集团，查获500余款诈骗、赌博App，
抓获境外回流犯罪嫌疑人90名。去年8
月，湖南警方侦破一起跨境电信网络
诈骗案，抓获38名嫌疑人，缴获126台
作案电脑、263部手机，冻结涉案资金
1000余万元。涉案团伙的头目及主要
成员均由柬埔寨金边电信诈骗窝点
回流。

　　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公布
的数据，2020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
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26.3万名，拦截诈骗电
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亿条，为群众
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
　　有专家认为，尽管打击治理工作
取得了突出成效，但是在信息技术和
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然高发，打击网
络诈骗犯罪是一场持久战。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博士邹
帆认为，遏制打击网络犯罪，公安机关
独木难支，需要各行业各部门有效分
工、共同承担。比如通信、金融等部门，
也应加大自身业务监督力度，尽可能
完善工作流程中的漏洞，向公安机关
提供更多有力的信息支撑。有关部门
要对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等加强监
管，防止被犯罪分子利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
所相关负责人认为，除了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强化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多
种激励机制，提升用户参与度等社会
共治措施外，还应探索利用大数据深
化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技术手段，探索
跨国防范治理方案与措施，进一步建
立信息共享与联防联控机制，加强
涉诈信息共享与跨境联合执法等，
多措并举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
——— 多部门回应新冠疫情防控新情况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随机诈骗”向“精准诈骗”转变，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愈发活跃……

电信网络诈骗为何屡禁不绝？

　　“截至4月10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16447.1万剂次。”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1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全球疫情再次反弹，云南瑞丽出现聚集性疫
情，提示外防输入、人物同防仍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如何顺利推进中高考？五一假期受
影响吗？多部门在11日集中回应新冠疫情防控与疫苗接种新情况。

　　以预约新冠疫苗为由给手机用户发送木马链接短信，以畸高价
格向老年人推销廉价保健品，组织他人大量办理实名电话卡再低价

“收购”作为实施诈骗的工具……近年来，面对相关部门的强力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不断变换花样。电信网络诈骗为何屡禁不绝？如
何才能做到有效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高位运行

端诡 计 多
诈骗分子上演“变变变”

打击网络犯罪需协同推进
力多 方 合

穷层 出 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