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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敌以宽方能无患
本周，新冠病毒变异株“奥

密 克 戎 ”（Omicron） 继 续 引 起

全球广泛关注，很多国家升级了

疫情防控措施。一年多来，新冠

病毒变异株层出不穷，奥密克戎

为何如此令人担忧？

变异病毒往往从两个方向增

加技能点：一是增强感染能力，

二是提高免疫逃逸能力。感染能

力增强，可能使变异株取代老毒

株成为优势毒株；免疫逃逸能力

增加，则可能使现有疫苗失效。

奥密克戎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

第五种“关切变异株”（VOC），

它同时具有前 4 个关切变异株阿

尔 法 （Alpha）、 贝 塔 （Beta）、

伽 玛 （Gamma） 和 德 尔 塔

（Delta） 的刺突蛋白的重要氨基

酸突变位点，包括增强细胞受体

亲和力和病毒复制能力的突变位

点。也就是说，它是个“集大

成”的变异株，可能比此前所有

变种都更容易传播，也具备免疫

逃逸的技能点，部分研究者由此

推测奥密克戎将成为升级版的德

尔塔。

那么，我国现有防疫措施对

奥密克戎还有效吗？这要从三个

方面进行分析。

一看检测能力是否受影响。

检测识别病毒，是阻断病毒

传播的基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的突变位点主要位于 S 蛋白基因

的高变异区域，而我国主流的核

酸检测试剂是针对新冠病毒的

ORF/ab 基因和 N 基因设计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没有受影响，可

以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检测。

此外，我国已针对奥密克戎变异

株建立了特异性核酸检测方法，并持续针对可能的输入病例

开展病毒基因组监测，一旦有奥密克戎毒株输入，就将迅速

被发现。

二看防控策略是否仍有效。

总体来说，奥密克戎还是新冠病毒，它尚未发生颠覆性

的改变。无论病毒如何变异，只要传播途径没有发生根本变

化，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风、少聚集等常规防疫措施就仍

然有效，我国现有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就

仍然有效。

三看新冠疫苗是否需更新。

以往，新冠病毒变异株确实曾使疫苗有效性下降，但即

便是用野生型毒株生产的疫苗，只要疫苗诱导产生的中和抗

体滴度足够高，就能产生非常广谱的中和活性。因此，面对

变异毒株，用已上市疫苗进行加强针接种是最简单可行的应

对方法。此外，我国正在快速推进奥密克戎株疫苗研发，一

旦专家研判认为确实有更新疫苗的需要，公众也不必担心没

有新疫苗可用。

从上述三方面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的防控策

略 、 检 测 手 段 、 技 术 物 资 储 备 对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仍 然

有效。

料 敌 以 宽 ， 方 能 有 备 无 患 。 新 冠 病 毒 是 RNA 病 毒 ，

RNA 病毒本身就存在易变异的特性。中国人面对疫情时，

并没有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躺平”，或是依靠疫苗等单一

工具，而是综合采用各种防疫措施，这足以使变异毒株的不

利影响降到最低。

奥密克戎并非第一个引发全球警报的新冠变异毒株，当前

全球主要流行毒株仍然是德尔塔。我们可以密切关注，但不必

恐慌。只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目标不动

摇，我们的常态化抗疫可以应对德

尔塔，也必将能应对奥密克戎。

多地上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本报记者 沈 慧

近日，多地陆续上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一

步加强兜底保障能力。

青海 11 月份发布通知，提高 2021 年全省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其中，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从原来人均每月 640 元提高到每月 672 元，人

均增长 32 元，增幅 5%；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

原来人均每年 4800 元提高到每年 5184 元，人均增

长 384 元，增幅 8%。这已是青海连续十三次提高城

乡低保标准。

此前，为缓解灾情疫情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的双重影响，河南 9 月份发布通知，全省城乡低保

标准分别由人均每月不低于 570 元、355 元提高到

不低于 590 元、377 元，分别增长了 3.5%、6.2%。

重庆也从 9 月份开始提高了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城市人均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 636 元、农

村人均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 515 元。

不只是上述三地，很多地方也纷纷宣布上调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如，北京宣布自 2021 年 7 月

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家庭月人均 1170 元调整

为 1245 元；上海宣布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本市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 1240 元调整为每人

每月 1330 元，月增加 90 元，增幅 7.26%。

同是调整，不过各地低保标准的上调幅度却

有所不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告

诉记者，这主要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一般来

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财力雄厚，低保标

准就要高些，反之则要低些。“但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落后的地区，低保标准虽相对较低，物价通常也

较低。”

从全国情况来看，根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

截 至 2021 年 三 季 度 ，我 国 共 有 城 乡 低 保 对 象

4242.4 万人，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753.2

万人，平均标准 706.6 元/人·月；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人数为 3489.2 万人，平均标准 6298.8 元/人·年。

“低保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救助对象是社会中最脆弱的一个

群 体 ，设 立 初 衷 是 为 了 保 障 困 难 群 众 的 基 本 生

活。”冯文猛介绍，建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低保制

度，对很多遭遇突发状况的困难群众维持基本生

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专家认为，在此背景下，多地相继上调最低

工资和低保标准，其目的正是为了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照顾到格外需要

关爱的生活困难群众。

“从低保制度建立之初到现在，低保标准不断

调整提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今后各

地低保标准预期还会进一步提升。”专家表示，低

保制度在居民生活遭遇困难的特殊时期“雪中送

炭”，十分必要。需要注意的是，在做好兜底保障

工作的同时，也应注重多措并举，努力培养困难群

众逐步形成自我“造血”能力，通过个人努力谋求

发展。

纳入烟草制品管制范围，设置过渡期——

强监管来了，电子烟“飘”向何方
本报记者 黄 鑫

电子烟产业迎来更严监管。11 月 10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

法实施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施行，明确“电

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

规定执行”。12 月 2 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召开

吹风会，就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监管问

题作出回应。

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

人刘培峰介绍说，纳入监管范围的产品包括

电子烟烟弹、烟具以及烟弹与烟具组合销售

的产品、电子烟用烟碱等。他强调，加热卷烟

（或称加热不燃烧卷烟、低温卷烟等）属于卷

烟，已纳入卷烟管理。我国目前未批准加热

卷烟上市销售，任何市场主体不得非法经营

加热卷烟。

据了解，国家烟草专卖局正研究制定相

关配套政策，一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电

子烟国家标准，已于 11 月 30 日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二是研究制定电子烟管理办法，已于

12 月 2 日向社会征求意见。

国家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

司长王玉麟介绍说，《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明确了电子烟定义和监管对象。提

出加强电子烟生产管理，建立电子烟产品质

量安全保证体系和电子烟产品追溯制度。从

事电子烟生产、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市场主体

须相应取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许

可证。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

台，对电子烟产品、电子烟用烟碱等进行交易

管理。电子烟产品应当符合电子烟国家标准

以及包装标识和警语的相关规定，并依法使

用注册商标。电子烟广告适用烟草广告的有

关规定。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对电

子烟的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依法

进行监督管理。电子烟税收征缴按照国家税

收法律法规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

实施条例的规定，自《决定》公布施行之日起，

开展电子烟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就应获得准入

许可，产品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电子烟进

口应当遵守卷烟相关规定等要求。但考虑到

电子烟管理办法和电子烟国家标准等的制定

出台有个过程，以及现有电子烟产业状况，特

地设置了一定的过渡期。

刘培峰表示，过渡期内，现有电子烟生产

经营主体可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现阶段

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暂不受理电子烟

生产经营主体生产、零售的许可和产品登记

申请，暂不受理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市场经营主体新增电子烟零售业务许可范围

的申请（具体受理时间另行通知）；市场监管

部门根据相关规定暂不核发各类电子烟生产

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

同时，为规范电子烟产业市场秩序，将电

子烟产业平稳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并与

新修改的《实施条例》和正在研究制定的相关

配套政策等要求相衔接，现阶段各类投资者

暂不得投资新设电子烟生产经营企业；现有

电子烟生产经营主体暂不得新建或扩大生产

能力，暂不得新设电子烟零售点和上市新产

品，暂停新的电子烟进口。

刘培峰强调，过渡期结束后，获得准入许

可、产品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子烟生产经营主

体才能开展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未获

得准入许可、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未通过登

记等规定的，不得从事电子烟相关业务，否则

将依法予以查处。

近年来，由于存在监管空白，电子烟产业

无序发展，一些产品存在烟碱（尼古丁）含量

不清、添加成分不明、烟油泄漏等问题，对消

费者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一些经营者用

“健康无害”“帮助戒烟”等违背客观事实或尚

无证据证明的宣传误导消费者，并将电子烟

过度强调为“时尚”“潮流”，诱导未成年人吸

食，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社会各界反映

强烈，不断呼吁加强监管。

据统计，目前全球已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将电子烟纳入烟草制品管制范围，40 多个

国家明确禁止电子烟销售，由于禁止后非法

贸易大量滋生，一些国家开始从全面禁止电

子烟转为将电子烟按照烟草制品监管。

明确定位 规范发展
黄 鑫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实施条例》明确了“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

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这意味

着，电子烟有了明确的定义和身份，也意味

着电子烟被正式纳入烟草制品监管体系，将

迎来更加严格和规范的监管。

加强对电子烟的监管是产业发展的必

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电子烟产业快速兴

起，国内电子烟产业呈现无序发展状态。电

子烟产品安全隐患凸显。将电子烟纳入烟

草制品管制范围已成为全球通行做法。

电子烟被纳入烟草制品监管体系，意味

着产业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明确电

子烟作为新型烟草制品的定位，也是给予了

电子烟明确的身份。有些国家禁止电子烟

销售导致非法贸易大量滋生，也说明我国对

待电子烟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既是加

强烟草控制、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现实

要求，也是保障电子烟生产经营主体和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举措；既尊重了市场现

状，也解决了产业痼疾。电子烟企业应严格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生产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的产品，在获得准入许可后依法开展

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电子烟被纳入烟草制品监管体系只是

第一步，下一步还要加强全链条管理。在产

品标准方面，要对电子烟烟具和材料、雾化

物、添加剂和释放物等关键风险点一一提

出严格要求。在生产管理方面，要建立电

子烟产品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和电子烟产品

追溯制度。在市场交易管理方面，从事电

子烟生产、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市场主体应

取 得 烟 草 专 卖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核 发 的 许 可

证。同时，还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

易管理平台，对电子烟产品、电子烟用烟碱

等进行交易管理。目前，烟草专卖行政主

管部门正加紧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包括已

经公开征求意见的电子烟国家标准和管理

办法，都为电子烟全链条管理提供了更多依

据，也将切实增强电子烟监

管效能，保障产业发展的法

治化、规范化。

本版编辑 孟 飞 郎竞宁 美 编 夏 祎

12 月 2 日，中国联合航空“连云港花果山”号准时起飞，这标志着连云港花果山机场正式

通航。该机场由东部机场集团和连云港市共同出资建设，为 4D 级民用运输机场，是江苏省

“十三五”期间重点规划建设项目。 王健民摄（中经视觉）

▲ 在 贵 阳

市观山湖区一处

电子烟体验店，

消费者在挑选电

子烟。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