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新办就病毒溯源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冠病毒由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人社部推五项举措

鼓励中小微企业
更多吸纳毕业生就业

本报综合消息 人社部7月
22日举行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
布会，在介绍“帮助高校毕业生就
业”话题时，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
长张莹表示，人社部门将推出五
方面举措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张莹提到的举措具体如下：

一是跟进服务。通过加强与
教育部门信息衔接、畅通失业登
记、开展基层走访等方式，将未就
业毕业生及时纳入服务体系，根
据需要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
等免费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对其
中的零就业家庭、身有残疾等困
难毕业生，优先开展就业援助。

二是拓宽渠道。实施毕业生
就业政策“打包办”，加快落实社
保补贴、培训补贴等政策，鼓励中
小微企业更多吸纳毕业生就业，
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加快招聘
招录进度，推动国有企业持续扩
大招聘规模，稳定事业单位、基层
服务项目招录规模。

三是加密招聘。下半年，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中国公
共招聘网、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
就业在线等主流公共招聘信息平
台，常态化提供网络招聘服务。

四是支持创业。对有创业意
愿的毕业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
培训，提供项目开发、开业指导、
资源对接、跟踪扶持等创业服务，
优先安排创业场地，给予创业担
保贷款等政策支持。

五是提升能力。持续实施就
业见习计划，为希望增加工作经
验的毕业生提供管理类、技术类、
科研类见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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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7月22日上
午，国新办就新冠病毒溯源有关
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
表示，自疫情发生以来，每一个
负责任的国家，每一个有责任感
的科学家都很希望把新冠病毒
的来源搞清楚，这对于防止类似
的疫情再次发生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武汉病毒所谣言早已澄清

曾益新表示，在全球溯源研
究的中国部分报告中，专家组得
出以下结论：蝙蝠和穿山甲中发
现的与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
冠状病毒，从序列来看是和新冠
病毒同源性最高，但是这些病毒
仍然不足以证明是新冠病毒的
直接祖先。

结合临床流行病学、动物和
环境检测等各个方面的研究结
果，联合专家组最终确定了病毒
出现途径的几种可能性：第一
种，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
能到比较可能”，也就是从动物
宿主直接溢出到人是“可能到比
较可能”。第二种，通过中间宿
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
能”，通俗讲就是病毒自然宿主
是某种动物，动物通过中间宿主
再过渡到人身上，这个是“比较
可能到非常可能”。第三种，通
过冷链传入。最后一种可能性，
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

曾益新说，关于武汉病毒所
的一些谣言早就澄清过。到目
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
和研究生没有一人感染新冠病
毒。武汉病毒所没有开展过冠
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没有所谓
的人造病毒。世卫专家组曾经
到武汉病毒所进行实地考察，得

出病毒由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
的结论。对他们的结论，我们应
该尊重。

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
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
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
点之一，透露出对常识的不尊重
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中方报告经得起历史检验

曾益新表示，今年3月30日，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世卫
组织召集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
研究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
全球的溯源研究有了良好的开
端。世界各国政府、科学家和媒
体对这个报告都非常关注。

中国部分报告发布几个月
以来，越来越多科学证据表明这
份报告是一份很有价值、权威
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
科学的，产生的过程也始终坚持
科学原则。

曾益新介绍，与世卫组织合
作开展溯源研究之前，尽管国内
的疫情防控任务繁重，但是中方
还是组织了多学科团队在溯源
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正是以这
些工作为基础，中方专家去年7
月和世卫组织先遣来华专家共
同 商 定 制 定 了 工 作 任 务 书
（TOR），此后，中国严格按照
TOR来开展溯源相关研究工作。

曾益新表示，今年年初，世
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正式来华开
展病毒溯源工作，中国秉持公
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则，全
力支持世卫专家组工作，完全满
足世卫专家参访的要求，让世卫
专家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
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
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

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包括
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
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居民、
康复的患者等。

联合溯源研究工作量巨大，
溯源专家非常辛苦，但他们对每
个问题、每个数据都认真分析、
深入研究，他们的专业性和科学
精神令我们非常敬佩。

中方反对病毒溯源政治化

曾益新表示，病毒溯源问题
是复杂的科学问题，牵扯到很多
学科、牵扯到很多不同领域专
家，同时也是世界难题。下一阶
段溯源工作应该坚持在世卫组
织的统筹协调下来开展，在第一
阶段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多国的
优秀专家深入开展，要坚持科学
家为主体，加强交流合作和信息
共享，在科学的轨道上开展新冠
病毒的溯源工作。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
开展病毒溯源，但是反对将溯源
工作政治化。第二阶段病毒溯
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
基础上延伸，应该以WHA73.1
号决议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
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
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
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我们就
不应该再重复开展。应该在成
员国充分广泛磋商的基础上，推
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
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
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
工作。

第一阶段的世卫组织和中
国合作的溯源研究实践，充分证
明科学合理的工作方式是由世
卫组织和东道国充分协商一致
后开展，不仅体现了对主权国家
的尊重，更有利于推动溯源工作

有序、顺利、高质量、高效率的
开展。

这次世卫组织公布的所谓
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在一些方面
可以说既不尊重常识，也违背科
学，我们不可能接受。

中国专家组7月4日向世卫
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
的中国建议，希望世卫组织能够
认真地考虑，真正将新冠病毒溯
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
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
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
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
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
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
次发生。

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
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
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
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
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
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

溯源研究取得积极进展

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徐
南平介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病
毒溯源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
通过与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
溯源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截
至7月19日，中国与美国、英国等
国外团队联合发表的溯源相关
论文225篇，国内研究团队发表
论文352篇，说明中国的溯源研
究国际化程度还是非常高。

此外，中国积极加强科学研
究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共享，依托
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建立了全球
共享的新冠病毒信息库，截至7
月19日，已经收集分享全球范围
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253万余
条，为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近
30万用户提供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