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22日 星期日4 关 注

新
冠
疫
苗
第
三
针
何
时
接
种

本周，我国新冠疫情防控

有两个好消息：一是国内新冠

疫苗接种剂次突破 19亿，二是

每日新增本土病例又回归到个

位数。前者意味着，中国人依

靠疫苗建立的群体免疫长城正

在稳步构建；后者意味着，面对

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多点突破，

我们的严格防控措施又一次成

功控制住了疫情。

这轮本土疫情，让很多人

看到了变异毒株的威力，并希

望了解：要不要打新冠疫苗第

三针？何时能打第三针？

首先，先看看新冠疫苗加

强针是否有必要打。

从国际形势看，全球进入

新一轮感染高峰，美国等少数

几个发达国家已批准第三剂增

强疫苗。

以色列是接种比例较高

的国家，成年人疫苗接种率超

过 80%。但在德尔塔变异毒

株肆虐下，以色列近期日增病

例规模已达 8000 左右，且疫苗

重症保护率明显下降。目前，

以色列已经开始向老年人提

供 第 三 针 新 冠 疫 苗 注 射 服

务。第三针是否有效，还有待

观察。密切关注其相关数据，

可为我国制定公共防疫政策

提供借鉴。

从国内疫苗看，我国民众

主要接种的是国药和科兴的新

冠灭活疫苗，近期这两家公司

都报告了第三针疫苗的临床研

究结果。结果显示，第三针疫

苗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仍

像接种第一针和第二针一样安

全；同时，第三针接种后，受试

者的中和抗体水平快速大幅提

升，这预示着疫苗保护效果可

能大幅度提高。

这些初步研究显示，新冠疫苗加强针具备可行性。但

第三针怎么打？比如第三针是打同源疫苗，还是异源疫

苗？是打灭活疫苗、mRNA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还是打雾

化吸入的腺病毒载体疫苗？这些问题，都需等待相关专家

的进一步研究结果。

其次，再看看新冠疫苗加强针应该何时开始打。

疫苗加强针什么时候打，与我国疫苗接种进度密切相

关。要尽量覆盖更多的人群，让没有禁忌证的人群尽快完

成第一、二针疫苗的全程接种。截至8月18日，我国疫苗接

种剂次已突破 19 亿。如果要达到总人口 80%的全程接种

率，还需完成约3.56亿剂次的疫苗接种，按目前每日千万剂

次的接种数量算，一个多月即可完成目标。如果把目标换

成90%的人口接种，还需至少两个多月。

从接种时间窗口看，已完成免疫接种一年以内的普通

人群暂无必要接种加强针；完成免疫超过 6个月至 12个月

的免疫功能较弱人群和从事高暴露风险职业的人群是否开

展加强针接种，我国正在进行研究。

打第三针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兑现“在 2021 年向世

界提供 20 亿剂新冠疫苗”的承诺。我国目前已向全世

界 100 多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约 8 亿剂疫

苗。依据不同企业提供的最新产能数据估算，我国新

冠疫苗年产能已达约 70 亿剂次规模，足够在满足国内

疫苗接种需求的同时，践行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的承诺。

总之，新冠疫苗第三针暂时不

用着急，公众可以先完成第一、二

针的接种，并做好日常防护，耐心

等待相关科研结果和政策调整。

收购高峰已过，秋粮管理正当时——

河 北 夏 粮 平 安 落 袋
本报记者 陈发明

今年，我国夏粮再获丰收，实现“十八

连丰”。在产粮大省河北，更是出现夏粮播

种面积、平均亩产、总产量“三增”的喜人

局面。

数据显示，今年河北全省夏粮播种面积

为 3406.2万亩，比上年增加 41.5万亩；平均

亩产为 435.3公斤，比上年增加 3.2公斤，单

产创历史新高；总产量为 1482.7万吨，比上

年增加28.8万吨。

丰收成果来之不易。近日，记者走进田

间地头，探访河北夏粮“三增”背后的原因。

好收成来之不易

麦 收 就 怕 连 阴 雨 ， 不 仅 耽 误 农

时，还会造成小麦穗发芽，影响粮

食品质。今年夏收前，河北石家

庄市藁城区曾遇到阴雨天气，

但该区廉州镇北营村的种粮大

户王永昌却不担心。

“我种的是‘藁优’系

列强筋麦品种，抗穗发芽效

果非常好。”王永昌告诉记

者，他通过土地流转种了

800 亩小麦，今年每亩比去

年增产 100 斤，“这是我 2014

年通过流转土地种小麦以来，

收成最好的一年”。

每 亩 多 收 100 斤 ， 靠 啥 实

现？“天帮忙、人努力。”王永昌

告诉记者，除了种子好，今年气

候条件也不错，温差大，麦收前

没有干热风，小麦颗粒饱满。“有

好种子、好天气，还得有好管理。

前期田间管理做得细，全程机械化，

既节省人工，也提高了管理水平。”

藁城区曾 11 次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称号，是全国小麦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示范县。今年全区小麦种植面积 49.9 万亩，

其中强筋麦品种占到90%以上。

“我们培育的‘藁优’系列强筋麦品

种，不仅具有高产、优质、抗穗发芽等特

点，还能达到抗旱二级标准，节水效果非常

明显，价格也比普通小麦每斤高一毛钱。”

藁城区农科所所长杨海川告诉记者，“藁

优”系列强筋麦种子休眠期达 70 天，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所以麦收前的短期阴雨天

气不会造成穗发芽。

藁城区农科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县级农

科所。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该所坚持自

主创新，先后培育审定了 9 个强筋麦品种，

填补了国内优质强筋麦科研育种空白，打破

了国外品种长期垄断我国优质强筋麦市场的

格局。目前，“藁优”强筋麦在冀鲁豫地区

推广面积累计达8000万亩以上。

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

全省优质强筋小麦面积发展到 456万亩，比

上年增加 51 万亩。同时，河北统筹推进稳

粮与节水，推广抗旱节水小麦品种 50 个，

新增小麦节水品种及配套技术 138万亩，累

计达到3300万亩，实现种植区全覆盖。

藏粮于技多产粮

夏粮丰收已归仓，秋粮管理正当时。记

者见到邢台市宁晋县科协主席成智杰时，他

正在该县贾家口镇的一片玉米地里查看追肥

管理进度。

“最近是夏玉米生长的‘大喇叭口期’，

也是最关键的追肥期，决定了玉米棒的最终

长成状态。”看着田间长势正旺的玉米，成

智杰笑着说：“在这里看不到施肥过程，因

为全部都是通过水肥一体化填埋式滴灌带操

作的。”

成智杰带记者来到宁晋县垄上行土地托

管协会的院子，远远就看到墙上写着“您去

打工我来种地”八个大字。2012 年，为了

更好推广农业科技，成智杰领办了这个协

会，目前已形成 2.9 万亩的托管面积，覆盖

宁晋县18个乡镇96个村。

在成智杰看来，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更

有利于落实“藏粮于技”的战略。“通过推

广三项技术，让小麦能平均每亩增产 100斤

左右，玉米增

产 150 斤到 200 斤。”成

智杰说的三项技术是“测土配方施肥”“水

肥一体化”“飞防植保”。

垄上行土地托管协会院子里有个配肥

站，再过十天，就开始为今年冬小麦的种植

配肥。“测土配方施肥，可以为农田精准供

肥，缺啥补啥。”成智杰介绍，大田撒肥利用

率只有 60%，水肥一体化可以将肥料利用率

提高到 90%，浇水效率可以提高 30%。通过

无人机开展飞防植保，在保证田间病虫害防

治效果的前提下，效率是人工的 60 倍，同样

的面积里农药使用量也能减少 10%。

今年以来，河北将国家下达的粮食生

产指标分解到市县，落实到地块，组织

5620 个服务队进村到地头开展农技服务。

同时，鼓励耕地优先向从事粮食生产经营

主体流转，并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生

产托管服务，全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

织数量发展到 3.06 万家，服务面积达到 2.1

亿亩次，服务粮食作物面积占比达到 80%

左右。

据农情调度，今年河北全省秋粮播种面

积 6228.8万亩，比上年增加 10.4万亩。其中

玉米种植面积 5136.3万亩，比上年增加 10.6

万亩。预计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9635 万亩，

比上年增加51.8万亩，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

目标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科学储存放心粮

在今年的“三夏”作业中，河北省组织调

运 200 万台农业机械投入夏收夏种作业，小

麦机收率达到99.7%，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全面推行收获、整地、播种‘一条

龙’技术模式，开展托管式、订单式、租赁式等

服务，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二级巡视员李联习介绍，通过制发机收减

损工作方案，改造推广损失率低的新式机具，

开展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今年夏收全

省小麦平均亩减损4.33公斤。

丰收之后，粮价如何？怎么收储？8 月

上旬，记者来到河北柏乡国家粮食储备库

时，因为夏粮收购已经开始两个多月，农民

集中卖粮高峰已过，前来卖粮的车辆不多。

“今年一等小麦的开秤价是 1.27 元，高

于今年的最低收购价 0.10元/斤。”柏乡国家

粮食储备库主任尚金锁告诉记者，今年是个

丰收年，价格又高于去年，老百姓卖粮积极

性很高，“我们粮库今年计划收购 3 亿斤夏

粮，目前已经收购 2.4 亿斤，到 8 月底基本

上就完成了”。

尚金锁分析说，玉米价格上涨，拉动

今年小麦价格高于去年。“丰产又增收，对

国家和农民来说都是好事。”尚金锁说，如

果小麦市场价低于国家最低收购价水平，

意味着国家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今年小麦产量高、

市场价格也高，很好地保护了农民种粮积

极性”。

为了让群众吃上放心粮，尚金锁正在进

行小麦保鲜技术试验。从室外 30 多摄氏度

的高温天，走进柏乡粮库小麦保鲜试验库，一

阵凉意让人好像走入空调房。“这是通过改造

提升仓房的隔热密闭性能，利用当地四季分

明、冬季寒冷的气候条件，通过蓄冷、保冷、稳

冷等操作，在粮仓内创造一个低温干燥的环

境，进而实现小麦保鲜储存。”尚金锁表示，他

的目标是 5年后小麦还是新鲜状态，“从目前

的试验效果看，完全可以实现”。

尚金锁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粮食行业协

会监事长，他平时也关注着全国粮食产销情

况。“从今年的粮食生产、销售、储备各个

环节看，我们粮食产量和质量都没问题。”

本版编辑 孟 飞 郎竞宁 美 编 王墨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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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重组本钢，世界第三大钢企诞生
本报记者 温济聪

8月 20日，鞍钢重组本钢大会在辽宁省鞍山

市召开。辽宁省国资委将所持本钢 51%股权无偿

划转给鞍钢，本钢成为鞍钢的控股子企业。

此次重组后，鞍钢粗钢产能将达 6300 万

吨，营业收入达 3000 亿元，位居国内第二、世

界第三，行业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增强，着力打

造东北“钢铁航母”，形成“南有宝武、北有鞍

钢”的格局。

据了解，鞍钢拥有普钢、特钢、不锈钢和钒

钛等完整产品系列，2020 年利润创历史最好水

平。2021 年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突破 200 亿元，

销售利润率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 2倍，资产负债

率低于央企和行业平均水平，国际评级为投资

级。本钢是辽宁省最大省属国有企业，矿产资源

丰富，工艺装备一流，拥有世界最宽幅热连轧机

组、世界一流冷轧生产线，粗钢产能达 2000

万吨。

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成旭表示，鞍钢重组本

钢，有利于提升钢铁产业集中度，推动钢铁产业

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维护钢铁行业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稳定，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鞍钢位于辽宁的主要生产基

地与本钢相邻，资源禀赋、产线配置、产品结构

都比较相近，使得两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着较严重

的无序竞争，拉低了两企业的竞争力。重组有利

于在战略、资源、研发、采购、销售、物流等方

面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加快统一产能布局，避免

重复投资建设，有力促进技术装备升级和产品结

构优化，迅速提升效率和效益。

钢铁工业是国家工业的基础，铁矿石是钢

铁工业的主要原料。目前，我国对外铁矿石依

存度高达 80%以上，是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风

险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玠表示，重组后，通过发

挥鞍钢较为领先的采选技术优势和矿山建设能

力，可有效降低进口铁矿石依存度，解决好“卡

脖子”问题，有利于提高国家铁矿资源安全保障

能力。

鞍钢重组本钢发展可期，但瓶颈挑战依然存

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坦言，重组已提

了很多年，因一个是央企另一个是地方国企，而

且生产基地都在同一个区域，如何在税收、管理

等层面实现更好协同，需要双方深入研究。尤其

是企业老职工数量多，绿色发展问题也是重点，

二者如何优化资源、打好组合拳需要进一步

探讨。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

重组成功的标志是能否成功整合，取得“一加一

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否则，并购重组也有可能

出现效率降低、实质失败的情况。鞍钢重组本钢

需要实现控制权的实质转移，有效提高公司治理

能力，切实实现鞍钢本钢文化、思想的进一步

整合。

重组后，鞍钢粗钢产能将达6300万吨，营业收入达3000亿元，位居国内第二、

世界第三。鞍钢未来发展可期，但瓶颈挑战依然存在。专家分析，鞍钢重组本钢需要

实现控制权的实质转移，有效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切实实现鞍钢本钢文化、思想的进

一步整合，方才能够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河北省涞水县义安镇下庄村联合收割机颗粒归仓河北省涞水县义安镇下庄村联合收割机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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