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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陈席
元、王琳琳）29 日，在全国新冠疫苗接种
破亿不久，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了《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分外
及时。
　　早在今年 1 月 7 日，国家卫健委、中
国疾控中心就曾联合发布《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问答》之“ 30 问”。此次再发技术
指南，增补了最新研究实践总结，特别是
明确了迟种如何补种、能否与其他疫苗
同时接种、不同疫苗产品能否替换、有哪
些接种禁忌等问题，并专门对 60 岁及以
上人群、18 岁以下人群、慢性病人群、育
龄期和哺乳期女性、免疫功能受损人群
和 既 往 新 冠 患 者 或 感 染 者 给 出 接 种
建议。

  迟种如何补种 ？不同疫苗能

否相互替代？

　　目前，我国已有 5 个新冠病毒疫苗批
准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其中 3 个是灭
活疫苗，需要接种 2 剂。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
庆介绍，根据《指南》要求，2 剂之间的接种
间隔大于等于 3 周，第 2 剂在 8 周内尽早
完成接种。
　　但如果未能按时接种，或者第 2 剂所
用 疫 苗 的 生 产 企 业 与 第 1 剂 不 同 ，怎
么办？
　　对此，《指南》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如遇受种者异地接种等特殊情
况，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时，可
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如果未能按照程序完成接种，建
议尽早补种，免疫程序无需重新开始，补种
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指南》还提出，对于在 14 天内完成 2
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者，在第 2 剂接
种 3 周后要尽早补种 1 剂灭活疫苗；对在
14 至 21 天完成 2 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
种的，无需补种。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点，希望大家把特殊情况向接种点说明，
及时接种第二针疫苗。”王华庆说。

  60 岁及以上人群和 18 岁

以下群体何时能接种？

　　《指南》明确，新冠病毒疫苗的适用对
象为 18 周岁及以上人群，暂不推荐 18 岁
以下人群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
绍，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区按照国家统一
部署，在充分评估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
被感染风险的前提下，已经为一些有接种
意愿，而且身体基础状况比较好的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疫苗在大规模人
群中的使用效果，积极稳妥地推进 60 岁
及以上人群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种工
作。”吴良有说。
　　“按我们国家的免疫策略，现阶段主
要是 18 至 59 岁人群和有需要且身体健
康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关于 18 岁以
下的人群，现在还没有比较系统的Ⅲ期临

床数据。”王华庆表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后续会得到相关数据，“国家整体是有
考虑的，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和临床数
据，会不断完善接种策略，也包括新生儿
人群。”

  健康人群肩负责任，专家呼

吁应接尽接、应接早接

　　王华庆表示，接种疫苗的作用是预防
发病、预防重症、阻断疾病流行，让大多数
人的健康得到保证。“绝大多数人都是易
感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接种疫苗是最有
效的防控措施，要形成免疫屏障才能发挥
最大作用，所以大家都应该去接种疫苗。

接种的人越多，建立的免疫屏障越牢固；
接种得越快，越早一天形成免疫屏障。”王
华庆说。
　　“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群存在各类过敏
症状，或是体弱、基础性疾病多，他们不能
接种。只有其他大多数人承担起责任，把免
疫屏障建立起来，才可以保证这些不接种
的人群也安全。”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世
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
鸣说。
　　王华庆表示，目前国家要求有序、分步
接种，只要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都应该接
种，这样既保护了自己身体健康，也保护了
家人和周围的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早一
天把免疫屏障建立起来。

接种破亿后，卫健委再发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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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是第 26 个全国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日。讲座、戏剧、展览、演练……
各地中小学围绕今年“知危险，会避
险，守护安全成长”主题，自选安全教
育内容，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教育活动。
　　信息时代，孩子的学习、消费、出
行、娱乐都离不开互联网。一些看不见
的网络黑手：网络霸凌、诈骗、色情、性
侵……正频繁伸向未成年人，给传统
安全教育带来新挑战。

  进行时：花儿与少年，成

长与安全

　　“叔叔，这个车是干什么用？”“叔
叔，消防服是防火的吗？”“叔叔，这个
面罩里面有氧气吗？”孩子们开启“十
万个为什么”模式：灭火器的分类、消
防用品怎么储存与使用、火灾中如何
自救、生活中如何防火。
　　 26 日，辽宁锦州市松山新区消
防救援大队学苑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
员叔叔正耐心地给前来参观的锦州市
实验学校的学生们进行解答、示范。
　　这几天，除了消防员叔叔，交警叔
叔也很忙。内蒙古、山西等地的交警叔
叔走上讲台，告诉同学们怎么认识交
通信号灯、交通标识以及走路、乘车、
骑行安全，图文并茂、结合案例警示同
学们交通危险在哪里。
　　结合教育部今年 1 月启动开展
的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
广州市协和中学在安全教育日这天聚
焦校园欺凌话题，举行“应急安全教育
进校园”公益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仪式
上，公益人偶剧《别让语言成为你的攻
击武器》，专家讲座《拒绝校园欺凌，共
建和谐校园》以及有奖知识问答等让
同学们收获满满。
　　到目前为止，该公益活动已走进
广州 20 所学校，以知识讲座、互动游
戏、实践演练、知识问答、器材展示体验
等形式向广州中小学生传播安全出行、
防火、预防意外伤害、溺水、急救等与中
小学生密切相关的应急安全知识。

  新挑战：看不见摸不着的

网络黑手

　　除了传统的安全隐患外，基于互
联网催生的网络欺凌，网络欺诈，网络
性侵等，让家长孩子手足无措，伤害性
往往更大。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
示，近半数以上青少年受到过网络欺
凌。所谓“网络欺凌”，指利用互联网做
出的针对个人或群体恶意、重复、敌意
的伤害行为。日前，一位初中女生遭受
网络霸凌的报道刷屏。有公众号为了
有偿删帖造谣该名初中女生是“渣女”，致其重度抑郁，不敢
告诉家人，不敢去学校。
　　一位沈阳妈妈向记者道出育儿“扫码焦虑”：网游扫码
支付，一不留心钱包空了；扫码加好友，朋友圈不可控。
　　网络消费陷阱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中招。中国刑
事警察学院禁毒与治安学院副教授王晓明说，涉及网络付费
游戏、网络直播打赏、网贷等案例近年都多发，这些让青少年
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损害其身心健康。
　　 2019 年，广州警方联合中山、哈尔滨和浙江警方摧毁一
个从境外走私国家管制精神药品，通过网络销售的贩卖毒品
团伙。该团伙在互联网上贩卖一种声称可以提高专注力和学
习成绩的“聪明药”，实为毒品。受害人多为中高考考生，危害巨
大，甚至有因长期服用造成依赖，最后精神抑郁自杀的案例。
　　网络信息“暴力”铺天盖地，让人猝不及防。辽宁锦州市
实验学校副校长郭舒野说，网络是一个信息的宝库，同时也
是一个信息的垃圾场。网上各种信息良莠并存，真假难辨。
一些不良信息会对中小学生产生极大的危害，其中包括危
害身心健康、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弱化道德意识、影响人际
交往能力、影响人生观、价值观等。

为孩子密织一张安全网络

　　郭舒野建议，对中小学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刻不容缓，需
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包括向学生介绍各种网络危害
的形式，讲解如何鉴别、规避网络风险等。同时要求学生做到：
未经父母同意，不将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告诉他人；未
经父母同意不在网上购物或打赏；不在网络上发布攻击性语
言，网络上有人攻击自己要及时告诉家长处理；未经父母同
意，不和网上认识的人见面；不玩网络游戏和购买装备等。
　　王晓明表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缺乏自我防护
能力，他们在享受网络便捷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网络风
险。她建议，学校层面要把网络安全教育放在与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防溺水、禁毒等传统安全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
不能仅限于课本讲授，可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提
倡开展“讲安全故事，唱安全歌曲，编安全童谣，做安全体
操”等活动，丰富安全教育内容，寓教于乐。
　　同时，可以通过聘请校外专家、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引
入校外安全教育师资。如加强与公检法、消防、医院等方面
的干警、医务人员以及社区志愿者合作，聘请他们定期到学
校为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或者为教师做安全专题培训等。
　　“家庭对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着孩子对
网络安全的正确认知。向家长传授安全知识与技能，提升家
长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十分关键。”王晓明说。
　　一些网络安全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建议，除进一步加强
对不良信息的监管外，企业针对销售给学生的产品要有检
测保护机制，屏蔽不良信息。其他产品也应针对学生与社会
用户区分网络，加强软件使用的实名制等。
          （记者郑天虹、王莹、杨淑馨、李恒）
            新华社广州 3 月 29 日电

　　新华社贵阳 3 月 29 日电（记者欧甸
丘、吴思、郑明鸿）卡通形象的卷笔刀、带吊
坠的笔、白得发亮的纸张……“高颜值”文具
正成为当下儿童文具市场最受欢迎的产品。
　　在 3 月 29 日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到来之际，“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部
分“高颜值”文具暗藏高风险，极易对儿童
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曾对
市场上深受中小学生喜欢的 4 个品牌香味
荧光笔拆解部件逐个检测分析，发现挥发性
气味来自荧光笔内的墨水，一共检测出 15
种挥发成分，其中 10 种为有毒物质，还包括
高毒物质丙烯腈。研究显示，长时间吸入丙
烯腈能引起恶心、呕吐、头痛、疲倦等症状。

  “色、香、味”俱全产品引导文

具市场新潮流

　　无论是校园周边的文具店，还是文体
用品批发市场，“高颜值”成为商家兜售儿
童文具的噱头。“色、香、味”俱全的文具正
引领市场新潮流。
　　——— 颜色靓。记者走访多地超市、文具
店了解到，在画画本、练习册、书法本中，

“纸越白卖得越好”几乎成普遍现象。印制
各类彩色卡通图案的包书皮、用艳丽颜料
印制的铅笔袋等，成为中小学生的最爱。
　　然而，事实上纸并非越白越好。根据相
关规定，纸张、作业本的白度不应大于
85%。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说，白度过高的纸张会对眼睛产生刺激，还
可能存在荧光性物质超标，在日光反射下，
容易对人的视力造成损伤。
　　“有些附着在书皮、铅笔袋上五颜六色
的劣质彩色颜料，可能含有致癌芳香胺，以

及铅、汞、镉等多种重金属元素，长期接触
可能导致致癌芳香胺向人体迁移，可能引
起人体病变或诱发癌症。”广东一家文具检
测机构负责人王星说。
　　——— 香气浓。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一
家文具店看到，一款 12 支装带香味的荧
光笔标价 29 元，每支笔都有不同的气味，
共包括柠檬果茶、蜜桃果冻、糖心红薯、冰
糖乌梅等 12 种食物的气味。该文具店老
板说：“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些气味，这款荧
光笔一个月就售出了 200 多盒。”
　　王星说，儿童文具上各种不同的气味
大多并非天然味道，而是由各种化工原料
化合而成的物质发出的气味。比如，问题文
具中常见的有中等毒性的合成原料乙苯会
散发芳香气味，具有中等毒性的醋酸异辛
酯具有水果香味。长期接触这些气味会增
加健康风险。
　　——— 趣味强。记者在多家文体用品商
场和小学附近的文具店看到，卖得最好的
文具多数属于好玩的类型：橡皮擦被制作
成辣椒、花生、玉米、麻将、南瓜、餐具等形
状，中性笔、水彩笔的笔帽挂着长达数厘米
的吊坠，吊坠形象有五角星、向日葵、卡通
人物、蝴蝶结等。
　　北京一名小学教师李希说，这些形状可
爱、构件复杂的文具常常被儿童当成玩具，
在玩耍过程中拉扯、拨弄，甚至放入口中。小
零件一旦被儿童吸入，可能导致呼吸道堵塞
而窒息，或者被吊坠的尖锐处划伤。已经有
一些学校的教师反映发现类似危险情况。

“高颜值”背后为何风险重重？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每年生产的儿童
文具有近万种花色品种，儿童文具市场技
术含量低、准入门槛低，绝大多数企业是年
产值 2000 万元以下的中小微企业。为获
得市场优势，企业往往使用价格低廉、表面
装饰性强的材料。

　　“一块普通白色橡皮批发价为 0.3 元，
零售仅 1 元；但与其他加工工艺组合提升

‘颜值’后，批发价可提高到 1.25 元，零售
价提高到 3 至 4 元，利润能翻好几倍。”贵
阳市云岩区一家文具店的老板说。
　　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情况看，

“高颜值”文具成为各地问题文具重灾区。
　　为提高文具的色泽、观感和柔韧度，有
的生产商在包装材料上过度添加增塑剂。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曾随机抽检市
场上 20 批次聚氯乙烯材质的塑料文具盒
样品，发现其中 10 批次产品中邻苯二甲酸
酯含量不符合要求。去年下半年，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督促企业召回 18 万余支邻苯
二甲酸酯含量超标的笔，涉及铅笔、中性笔
等。王星说，在含有聚氯乙烯材质的文具上
使用邻苯二甲酸酯等增塑剂的目的是，使文
具“颜值”更高，色泽更漂亮，手感更柔软。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邻苯二甲酸酯是聚氯乙烯的主要增塑剂，
长时间接触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影响生殖系
统，对心血管、肝脏和泌尿系统产生伤害。
　　此外，国家对笔类文具的笔帽透气性
做出了明确规定，大多要求笔帽上需要有
一条连续且至少 6.8 平方毫米大小的空气
通道，这是防止儿童吞咽笔帽导致窒息的

“救命孔”。但是，现在很多笔套外表花哨，
增加了吊坠、做成卡通人物、模拟其他形
状，“这些附属装饰往往会把笔套上的通气
孔掩盖或者堵住，埋下安全隐患。”王星说。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对笔
类文具产品质量抽检，共发现 12 批次产
品笔的上帽安全项目不合格，涉及圆珠笔、
水彩笔、水性勾线笔、水性记号笔等，并指
出如果儿童误吞食笔帽，会造成窒息危险。

  进一步完善生产标准，加强

监管和警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我国已实施
儿 童 文 具 召 回 共 计 5 1 次 ，涉 及 数 量
135.54 万件。
　　专家指出，召回制度属于事后补救措
施，必须进一步完善儿童文具标准，推动监
管部门、社会共同发力。
　　随着学前教育的增加，很多幼儿园的
孩子也开始更多地使用文具。目前，《学生
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GB 21027-
2007）主要针对的是学龄期间使用的文
具，专家建议，将学龄前儿童使用的文具也
纳入该标准的适用范围，并修订相应的安
全要求，为监管提供依据。
　　同时，专家建议，在儿童文具产品的风
险监测工作中，对文具的颜料、设计式样、
气味等风险源进行一次系统研究，从儿童
的智力、行为、接触的可能性、致残和致死
的可能性等方面全面进行研究，为完善相
关标准打好基础。
　　还有专家指出，应该及时制定针对文
具产品自身的检测方法。目前，《学生用品
的安全通用要求》对部分文具指标的检测
方法完全使用其他行业产品的检测方法，
比如，对文具的锐利边缘测试按《国家玩具
安全技术规范》规定进行；书包、笔袋所使
用的面料和辅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按照
普通纺织品中甲醛含量的检测方法进行。
　　王星指出，当前文具产品检测方法缺
失，是文具标准化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单
纯采用其他行业产品的检测方法不一定合
适，尤其是化学性能要求的检测，由于样品
不同，对样品的收集和前处理有差异，会直
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
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文具安全
的监督检查，引导企业从产品研发、质量控
制环节消除安全隐患。此外，应提醒家长和
学生，买文具要注重安全性，不要过分迷恋

“高颜值”，尽量挑选有质量保证的厂家和
品牌。

  3 月 29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南山文体中心的临时接种点，市民排队等待登记接种新冠疫苗。为满足居民接种
新冠疫苗的需求，深圳在 453 家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机构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点，并启用 21家设置在体育馆、车
站、商业区等地的大中型临时接种点。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一支笔十种毒：“高颜值”文具可能高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