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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杨洁）随着一声悠长的鸣

笛，10时 25分许，上海市长江禁渔执法船队
正式出发。今天上午，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

年禁渔”活动全面启动。
为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共同守

护母亲河，2020年 1月 1日起，长江流域 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已实现全面禁捕；2021年

1月 1日起，长江流域“一江两湖七河”等重

点流域实行十年禁捕。上午，国家农业农村部
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主会场，以上海、江苏、安

徽、江西、河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甘肃、青海等 13个省（市）为分会场举

办启动活动。上海市分会场设在复兴岛上海

华利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码头。在同步视频观
看了主会场活动后，副市长彭沉雷宣布上海

市长江禁渔执法船队出发。
长江上海段是长江洄游性鱼类资源和定

居性鱼类资源的重要通道和集聚区，更是长江
“十年禁渔”的主战场。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张国坤介绍，今年核定退捕渔船 192

?，退捕渔民 194?，目前已实现退捕渔船捕
捞许可证 100%回收、退捕渔船 100%拆解、捕

捞网具 100%回收销毁、退捕渔民 100%纳入社
保保障、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 100%就业等

“五个百分百”，率先全面完成退捕任务。

近年来，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多次组织开
展打击非法捕捞、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

清理取缔绝户网等专项执法行动，形成了“属
地管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执法机制。7

月以来，市、区两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开展
清网、江海五号、百日攻坚、秋冬季长江口专

项整治等专项执法行动，合力挤压非法捕捞、

运输、交易活动空间。目前，长江上海段已实
现无捕捞渔船、无捕捞网具、无捕捞渔民、无

捕捞生产的“四无”和清船、清网、清江、清湖
的“四清”目标，非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

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意味着长江

禁捕退捕进入到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工
作强度更大的阶段。上海有责任、也有信心承

担起长江口水域退捕禁捕管理工作排头兵和
主力军的角色。

下一阶段，上海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
部署和要求，在巩固前期工作成果基础上，将

工作重心转向长江禁捕，持续保持“江上打、

水上查、陆上堵”高压态势，深入打击涉渔领
域违法犯罪活动；加快长三角三省一市协同

立法，为长江禁渔长效管理提供指引；加强执
法队伍和执法能力建设，积极构建长江口禁

捕动态远程监管系统，实现长江口水域全天
候、全方位、全覆盖巡控；进一步加强督查考

核，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同时进一步加强
宣传引导，营造长江禁渔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确保高标准交出长江“禁渔令”的上海答卷。

“十年禁渔”全面启动

新冠病毒中国疫苗获批上市
为全球战胜疫情注入信心，也为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有力支撑

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潘子璇）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已获

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已有数据显
示，保护率为 79.34%，实现安全性、有效性、可

及性、可负担性的统一，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及
国家药监局相关标准要求。这一成果来之不

易，中国疫苗上市为全球战胜疫情注入信心，

也为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时飞表示，

国家药监局依法于昨天批准国药中生北京公
司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附条件上市。同时，国家

药监局将督促国药集团中生北京公司依法依
规继续按计划开展Ⅲ期临床试验，要把Ⅲ期临

床试验和其他附条件上市后的研究保质保量

完成，根据研究的进展和取得的数据结果，以及

上市后预防接种中的异常反应等情况，及时更
新、补充疫苗的说明书、标签等，并按照规定向

药品监管部门申请核准，或者申报备案。
陈时飞介绍，国家局药品核查中心依法

对北京公司的生产现场开展注册生产现场核

查，北京市药监局开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检查，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研究院对北

京公司试生产的疫苗样品进行了实验室检验
和质量标准的复核等，并对申请人递交的根

据大规模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试验期

中分析结果得出的疫苗保护力数据进行了全
面分析，并且结合第三方专家组对附条件上

市申请的评估意见和建议，以及药审中心专
家咨询会议的意见。经过依法依程序的严格

审查、审评、核查、检验和数据分析后，综合认

为，国药中生北京公司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已知和潜在的获益，大于已知和潜在的风险，

完全达到预设的附条件上市标准要求。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负责人曾益新介
绍，到 11月底，累计接种超 150万剂次，其中

约 6万人前往境外高风险地区工作，没有出现

严重感染的病例报告，疫苗的安全性得到充分
证明，有效性也得到一定的验证。12月 15日

启动我国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半个月来，全

国重点人群累计接种已超过 300万剂次。接
种工作中建立了完善的接种点设置规范、接种

人员严格的培训、受种人员的筛查、不良反应
的监测、应急救治以及严重不良反应的专家会

诊等一系列制度，来确保接种工作安全顺利。

这次的 300万（剂次），加上之前的 150万（剂

次），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疫苗安全性良好。不良
反应发生率，跟常规接种的那几种灭活疫苗很
接近，主要表现是一些局部的疼痛、局部的硬

结，轻度发热病例不到 0.1%，过敏反应等比较
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约为百万分之二。

曾益新表示，随着新冠病毒疫苗批准附

条件上市，特别是随着生产供应保障能力的
逐步提升，将全面有序地推进老年人、有基础

疾病的高危人群接种，后续再开展其他普遍
人群的接种。目前，我国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

员会已经制定了统一的接种方案，将通过有

序开展接种，使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够实现
“应接尽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