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走势，中国经济后劲何在？

（二）消费投资后劲怎样，扩内需这盘棋该如何下？

（三）外贸“高光时刻”能否持续，如何稳主体稳订单？

（四）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之路如何走好？

（五）如何有效应对限电问题，今冬明春如何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六）全球供应链新一轮重构，中国如何掌握主动权？

（七）如何看待“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靠什么？

（八）如何看待规范部分行业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带来什么？

（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如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怎样开好局？

（十）如何守牢金融防风险底线，怎样处理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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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本土疫
情，扩散风险仍在加大。新一轮疫情
的处置情况如何？疫苗加强针怎么
打？秋冬季疫情防控有哪些注意事
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2 4 日 就 公 众 关 心 的 问 题 集 中 做 出
回应。

 　10月17日以来，国内出现多点散
发本土疫情，呈快速发展态势，一周之
内已波及11个省份。
　　“感染者大多有跨地区旅游活动，
疫情进一步扩散风险仍在加大。”国家
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发
生疫情的地区，要迅速进入应急状态；
未发生疫情的地区，要加强监测预警。

要严守外防输入各个关口，坚持人、
物、环境同防，减少跨区域聚集性活
动，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针对本轮疫情的源头问题，国家
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表
示，本次疫情的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
疫情源头目前还在流调溯源中。现有
流调和病毒测序结果提示，本次疫情
由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吴良有介绍，目前疫情总体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非旅行团的病例数量
开始增加。预计随着风险人群排查和
筛查工作持续开展，未来几天发现病
例数将继续增多，疫情波及范围可能
进一步扩大。
　　此外，监测结果显示，今年3月以
来全国流感活跃度高于去年同期水
平，尤其9月以来，我国南方一些省份
流感活跃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专家

研判，今冬明春可能存在新冠肺炎和
流感叠加的风险。

　　哪些人需要打疫苗加强针？不断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否会成为一种
常态？
　　“根据专家研究论证结果和疫情
防控需要，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启动了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
作。”吴良有表示，完成国药中生北京
公司、北京科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
司的灭活疫苗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
病毒载体疫苗全程接种满6个月的18
岁及以上人群，可进行一剂次加强
免疫。
　　吴良有介绍，加强免疫接种目前

优先在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
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中开展。同
时，各地要统筹考虑口岸、边境、重大
活动等疫情防控需要和60岁及以上等
感染后导致重症风险高的高危人群等
因素，扩大加强免疫接种人群范围。
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要的人
群，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表示，加强免疫可以快速让抗
体水平反弹。目前开展的是重点人群
加强免疫，后续是否扩大范围，需要更
多研究数据做出综合研判。
　　“要确定疫苗接种最佳程序，还需
要不断研究，但不断开展加强免疫接
种不是我们最终的选择。”王华庆说，
希望将来能更好达到牢固的人群保护
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疫情多点散发走势如何？加强针怎么打？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中国经
济发展态势备受关注。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主要数据
日前均已出炉，面对复杂严峻的国
内外环境，中国经济总体保持恢复
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
间，在总体“稳”的基础上继续向着
高质量发展“进”，为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速回落、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国多地限
电……全球疫情走势和经济走势
趋于复杂，一些新情况和老问题

交织叠加，风险挑战依然不减。
　　观察中国经济，要用全面辩证
长远的眼光看待，方能在短期波动
中认清大势，在压力挑战中发掘深
层动力，在亮点韧性中提振信心，
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
磅礴力量。
　　新华社记者近日梳理了十大
社会关切、海内外关注的热点问
题，采访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作
出回应。

新华社重磅文章：十问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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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集中做出回应

本次疫情波及11省份
源头指向境外输入

疫苗加强针已经开打
重点人群优先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