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时间多位科普博主突然扎
堆喊话， 呼吁中国人不要吃海鲜，
这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看起来，这
既不是为了中国人好，更不是为了
世界好。

6月18日晚间，B站UP主“赛雷
话金”发布了一则标题为《不让中
国人吃海鲜背后真正的大瓜，今天
我来统一告诉大家》的视频。

视频中，UP主揭露了“中外对
话组织”花巨资找大把国内媒体宣
传所谓“环保”，以科普海洋渔业为
名，实则不怀好意地传播一些“未
来吃不上鱼”的恐怖信息。

此后，被点名的两方先后发布
回 应 ， 承 认 确 有 合 作 。 其 中
@EyeOpener已删除合作视频并终
止后续合作， 而@回形针PaperClip
致歉，宣布停更。

嘴上谈环保， 背地做生意。一
些科普博主没有底线接推广“恰
饭”， 让蛋白质摄入量远低于发达
国家的中国人不要吃海鲜，科普翻
车引发众怒。

日本不该倒废水，中国人也不
该吃鱼。 这些大V一边对中国人吃
鱼大放厥词，一边在自己的生活里
海鲜常伴，制造了名副其实的大型
“双标”现场。

一些海外势力， 他们通过海
外华人、中国本土意见领袖、明星
来持续对中国人进行“宣传”和
“教育”。占据着流量高位、享受
着青少年的追捧， 这些有预谋有
组织的，仍潜藏在我国网络生活
之中， 试图混淆视听， 盲目带节
奏，编故事。

现在是中国人不能吃海鲜、中
国人不能吃肉蛋奶、中国人不能碳
排放。下一步，还有可能是中国人

不要吃大米饭、 中国人别开车、中
国人别用电脑……

这些看似荒谬至极，却在一系
列精心组织，主动策划中，通过科
普视频、公共活动、广告、网络讨论
等渠道影响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的
观念。

回形针翻车不是第一次 。真
正理性客观的科学， 真正有趣丰
富的科普，没有人会拒之门外。科
普本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潜移默
化影响人的东西。因此，它是很好
的工具， 如何使用却要看使用者
本身。

最怕的是，披着人畜无害的高
大上外衣设置议题，以科普、环保、
动保、女权、慈善等名义，不怀好意
地诋毁和别有用心的污蔑。科普需
要普及的是科学知识， 而不是偏
见、傲慢、政治需求和没有底线的
商业利益。

一次失误可以原谅，两次错误
可以改过，但一而再再而三的翻车
应当被警惕。科普“回形针”我们欢
迎，但舔狗“两面针”yue了。

扯着独立思考、科普无国界、
理智中立的态度， 颠倒是非、胡
作非为。 技能不断加点， 话术武
器不断充实， 隐秘性不断淬炼，
试图在复杂的网络生活中搅一滩
浑水。

网络环境虽复杂多变， 但真
相只有一个。当面具被揭穿，谎言
不攻自破。 而中国网民也在涤荡
中学会辨伪存真， 形成强大的自
下而上的， 崇尚理性的爱国主义
力量。

“未来我们还吃得上鱼吗？”在
考问别人的时候， 请先管好自己
的嘴。

2政经北京商报2021.6.21

责编 杨月涵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唐斌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中国成全球首个接种10亿剂新冠疫苗国家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科普视频无底线“恰饭”该凉了
陶凤

新能源车销量将超200万 缺芯仍是隐忧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阮航达）6月17日
-19日，第11届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嘉定举

办，新能源汽车发展依然成为焦点。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在论坛上表示，经

调整后预测，今年国内汽车市场整体增幅由之

前的4%调整到6.5%，其中，新能源车销量将超

200万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7万

辆和95万辆，同比均增长2.2倍。而截至今年5

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580万辆，约

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50%。

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势头迅猛，一方面来自

新车主的需求，另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汽车的替

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

炳锋在论坛上表示，预计今后5-8年，中国新

车市场至少超2亿辆，同时将有近2亿辆国IV

及以下在用车辆面临淘汰替换，新能源汽车占

比将达到20%-30%。

对于今年的新能源车销量预测，乘联会给

出了更加乐观的态度。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我们认为今年汽车市场

是在9%以上的增长幅度，会达到2270万辆左

右的规模。而新能源车则会有增长一倍的情况

出现，达到240万辆。”

巨大的市场潜力也让不少企业纷纷入局。

去年4月，位于长春的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

厂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78亿元，据悉，首批车

预计今年6月底下线，并于年底实现量产。比亚

迪董事长王传福也在今年的中国汽车重庆论

坛上透露，正和小米在汽车领域合作洽谈一些

项目。

虽然汽车市场发展被业内看好，但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发布的5月汽车产销量分别环比下

降了8.7%和5.5%，同比也下降6.8%和3.1%。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分析称，最大的

问题在于芯片，相信6月的数据也不会太乐观。

芯片短缺问题对二季度影响非常大，三季度末

将有一定缓解，四季度就会缓解。

但崔东树认为，目前芯片的短缺尚且属于

正常的供需问题，随着各家厂商投资力度的加

大，入门级芯片做好产能布局的话，需求应该

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而未来的突破需要在高端

芯片领域发力。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庆洪此前表示，2020年我国自主汽车芯片产

业规模仅约为70亿元，占比小于2.5%，且主要分

散在低附加值和低可靠性领域。在新能源三电

系统、底盘电控、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关键零部件

开发及主要芯片生产被国外企业垄断。

对于芯片之困，国内车企也正各自寻找出

路。例如6月16日晚间，比亚迪股份发布公告

称，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分拆所属子公司比亚

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据悉，

本次比亚迪半导体的独立后，芯片将进一步

量产供应第三方市场，缓解欧美垄断导致的芯

片短缺。

受接种进程影响，近期A股新冠疫苗龙头股也

表现十分强势。作为新冠疫苗的纯正龙头，康希诺

A股自4月中旬以来发动了一波强势上涨，股价不

断刷新上市以来的新高，从328元飙升到了6月18日

的693元，两个月累计涨幅超过110%。复星医药股

价也从3月底的36.67元飙升到5月14日的73.16元，

整体涨幅超过100%。近期公司股价有所回调，最新

收盘报62.7元。

去年12月15日，我国正式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今年3月下旬开始，国家加快推进国民

全人群免费接种。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地区，

接种人群一扩再扩；临时接种点、流动接种点、重点

场所上门接种齐头并进。

3月24日，我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日报制”。

从1亿剂次到2亿剂次，用了25天；从2亿剂次到3亿

剂次，用了16天……5月以来，新冠疫苗接种进入

“加速跑”，从9亿剂次到10亿剂次仅用5天，日均接

种量超过2000万剂次。

至此，中国也成为全球首个接种10亿剂新冠

疫苗的国家。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合计疫苗

接种量已接近25亿剂次，中国以超过10亿剂次的

接种总量位居第一，占全球总量的比例超40%。

美国排在第二位，总接种量超过3亿剂；印度排第

三，总接种量为2.5亿剂。排在第四到第十位的分

别是巴西、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和土

耳其。

除了供应国内大量需求以外，中国新冠疫苗还

加大了对外援助和出口的力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6月16日表示，中方已经向国际社会提供了

超过3.5亿剂疫苗，包括向8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

助，向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

据了解，我国已有21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阶段。目前有4个疫苗在国内获批附条件上市，3个

疫苗在国内获批紧急使用，实现了境外临床试验灭

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

技术路线的全面覆盖。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曾表示，预计到今

年底前完成至少70%的目标人群接种。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南山此前也曾表示，要达成群体免疫，

假设疫苗的保护率是70%，中国需要83.3%的疫

苗接种率；假设疫苗的保护率是80%，中国需要

72.9%的疫苗接种率。

保证疫苗的覆盖率离不开疫苗的足量供应。在

本月初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上，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

组组长郑忠伟重申，中国新冠病毒疫苗产能今年

将达到50亿剂，产量突破30亿剂，且数量还在企业

的努力下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新冠疫苗接种量的攀升或得益于接种

范围的扩大。中国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了3-17岁人群

可以开展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紧急使用。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专门制定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技术指

南，指导各地做好各类人群，包括60岁以上老年人的

接种工作。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三地发布洪水预警 新一轮防汛提上议程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进入6月，
我国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降水集中骤增，不

少北方城市雨季也出现了前移迹象，新一轮防

汛被再度提上议程。据水利部水文情报预报中

心消息显示，截至6月19日，我国已有三地发

布了洪水预警，其中有两处位于东北地区、一

处位于安徽省。

从当前发布防洪预警的三地来看，6月19

日11时，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升级发布

呼玛河固其故段洪水红色预警：呼玛河固其故

站水位达到104.67米，超保证水位1.87米，仍

呈上涨趋势；松辽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则升级发

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黑龙江干流洛古河站水

位会持续上涨；同期，安徽省安庆水文水资源

局发布洪水蓝色预警称，青阳县青通河青阳水

文站在当日7时48分水位达到14.29米，出现较

大涨水过程。

自今年4月1日全国入汛以来，我国江南、

华南北部等地区降雨频繁。据水利部统计，入

汛以来至6月17日，全国已出现13次强降水过

程，已有黑龙江、江西、湖南、重庆等16省（自治

区、直辖市）共127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

上洪水。

虽然今年全国入汛时间较往年并无太大

差异，但一般而言，考虑到气候差异，我国各地

汛期的起止时间不同，入汛时间一般随雨带的

变化由南向北推迟。受连续降雨影响，我国部

分城市相继于日前宣布提前入汛，不少北方城

市雨季前移。

6月17日，辽宁省沈阳市进入汛期，较常

年早7天；此前5月31日，随着黑龙江干流黑河

段水位再次上涨，黑河市也提前15天进入汛

期；5月22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发布消息

称，长江流域全面进入汛期。今年汛期，长江流

域极端气象水文事件可能多发，区域性、阶段

性暴雨洪水和干旱或将重于常年。

眼下，我国局部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已

在途。6月17日，财政部、水利部加大水利救灾

资金补助支持力度，下达4.9亿元水利救灾资

金，支持安徽等29个省区市和大连计划单列市

做好安全度汛相关工作。水利部要求，各级水

利部门进一步做好防洪工程水毁修复、安全度

汛隐患排查处置，以“预报、预警、预演、预案”

为抓手，开展防汛调度演练等有关工作，落实

防汛备汛措施，保障防洪安全。

当前，各重点地区相继拉响防汛警笛。以

安徽省为例，当下，全省正抢抓工期，加大资金、

力量投入，修复水毁水利工程。目前完成了18530

处水毁水利工程的修复任务，主汛期前282处“开

口子”工程复堤复坝，做到工程准备到位。

“从目前情况看，今年汛情属于正常年份

范围，并不排除后期汛情发展的可能，但我们

已做好了科学应对的准备。”水利部水旱灾害

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为指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
婷）近一周，深圳疫情引起社会关
注。6月18日，深圳卫健委官方消

息通报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加

之6月14日通报确诊的病例，深圳

此轮已出现3例本土确诊病例。为

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深圳市交

通运输局已于6月19日发布公告，

自6月20日0时起，所有从深圳机

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交通站

场离深出省的旅客，均须出具“健

康码”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6月10日，由南非约翰内斯堡

飞来的国航CA868航班入境深

圳。据官方通报数据，该航班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阳性个案32例，该

航班目前已被紧急熔断。该航班

也引发了本土病例的出现。6月14

日，宝安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

姜某确诊新冠阳性，其曾负责6月

10日CA868国际航班入境旅客的

流行病学调查。根据病毒基因溯

源，确认姜某为该航班的境外输

入关联，均为B.1.617.2（Delta）变

异株。

6月18日，深圳再有2人确诊，

2人携带的病毒与CA868国际航

班输入的16例阳性病例和6月14

日报告的确诊病例姜某高度同源。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核

酸检测和病毒基因检测结果初步

判定，此次疫情为境外输入关联的

新冠肺炎疫情。”深圳市副市长陶

永欣称，深圳目前疫情总体可控，

大规模扩散风险较低。随着排查工

作的进行，不排除在重点人群中出

现零星病例的可能。

目前，深圳已对6月10日以来

到过深圳机场的人员进行全面落

地核查，开展核酸检测。全市涉

及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已经

开展多轮大规模核酸筛查，除已

经报告的阳性个案外，未发现其

他病例。

在疫苗接种方面，深圳市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常巨平在6月20日

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止到6月

19日24时，深圳全市累计完成了

疫苗接种量1992万剂次，其中累

计接种第一剂次1300万人，累计

完成两针全程接种的有701万人；

全市第二剂次接种进度达到了

62%。此外，7月后，深圳市将继续

开展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的疫苗

接种工作，全面为60岁以上的老

年人提供免费疫苗接种的服务，持

续提高人群接种率。

·相关新闻·

跨境航班引发深圳疫情

20日起离深须持核酸阴性证明

疫苗接种的“中国速度”再一次惊艳世界。据国家卫健委6月20日消息，截至6月19

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

过10亿剂次，达到101048.9万。而从我国国产新冠疫苗启动研发至今，也不过一年半

时间，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的规模最大的接种工作迎来一个重大里程碑节点。

我国新冠疫苗接种加速度

3月27日

4月21日

超过2亿剂次

用时25天

超过1亿剂次 5月7日

超过3亿剂次

用时16天

5月16日

超过4亿剂

用时9天

5月23日

超过5亿剂次

用时7天

5月28日

超过6亿剂次

用时5天

6月2日

超过7亿剂次

用时5天

6月8日

超过8亿剂次

用时6天

6月14日

超过9亿次

用时6天

6月19日

超过10亿剂次
用时5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