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多地高校发布通知，寒假期间，学校将采取封闭式
管理，学生如因特殊情况确需留校，需要提出申请经批准
后方可留校，由学校统一安排住宿

●多数学校已发布寒假安全提示，提醒学生在离校途
中做好个人防护，全程正确佩戴口罩；同时做好旅途中的健
康监测，并妥善保存票据以备查询

●尚有学生在校的高校将继续做好保障工作，等待离校
安排。启动离校工作后，对暂时不能返乡的学生，将继续做
好其学习服务等工作

多数低风险地区高校已提前放假，有的高校假期长达7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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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如何愉快“买买买”？
电商企业有望“不打烊”

数千万大学生如何返乡数千万大学生如何返乡？？怎么过年怎么过年？？

□ 新华社记者

近日，多地出现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
情。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9个省份倡议就
地过年，《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对农村地区及返乡人员相关防
疫工作进行部署。

临近春节，数千万大学生如何返乡、怎
么过年？备受关注。

多数已提前放假回家，中高
风险地区高校暂缓放假

2020年末，教育部印发《关于认真做好
寒假前后高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
高校根据疫情形势和教育教学进度，优化调
整寒假放假时间，安排学生分批次有序放假
离校。

据了解，按照本学期开始时校方公布的
校历，多数高校多计划在2021年1月中下旬
放寒假，有的甚至是2月初。疫情变化之
下，高校纷纷调整计划，有不少学校自2020
年12月中旬开始就过渡到放寒假阶段。例
如，牡丹江师范学院、武昌职业学院等学校，
于元旦前就开启了寒假模式。

“不仅放假比往常早，假期也特别长。
早早回家也安心了。”经历了2020年年初仓
促回家，任何学习资料都没能带的武汉工程
大学学生小张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天津、湖北、广
东、浙江等十几个省份的一些高校已提前结
束课程并放假。山东省教育厅近日发布通
知，鼓励学校适当提前放假。也有部分高校
按照校历正常放假。

1月9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工研究所
的研一学生王天正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他
告诉记者，学校本来是1月下旬放假，现在
提前结课考试，有同学1月1日就离校了。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表示，今年寒假最大的不同，就是要
统筹考虑疫情防控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

河北省教育厅下发通知，凡没有放假的
高校暂不放假。

吉林、黑龙江两地，多数高校从12月底
陆续放假，大学生基本已于疫情出现前错峰

离校，少部分家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留在
学校。

大连近日宣布，计划从1月中旬开始启
动低风险地区高校学生寒假离校工作。1月
16日，位于低风险地区旅顺口区的大连外国
语大学、大连医科大学等学校学生启动返乡
之旅。对位于中风险地区的高校，则需所在
区降为低风险后，再组织安排有序离校。

多校安排返乡专车专机，到
家后每日测温打卡

1月15日上午，吉林大学2021年“情暖
冬日·学生返乡送站班车”开通。乘车前，学
校为学生们准备了口罩和抗菌喷雾剂等防
疫物资，并组织专人负责防疫物品发放和乘
车信息登记，确保学生安全返乡。“非常暖
心，保障了同学们的途中安全。”吉林大学数
学学院学生李冰雪说。

1月18日，大连理工大学寒假开始。学
校于18日至 20日三天开展点对点送站。
60辆送站专车，分批次将近2.5万名在校生
送往机场、火车站、港口等交通口岸。

有的高校还和航空公司联系安排了专
机。1月17日7时，大连外国语大学的172
名学生在大连机场候机楼统一办理乘机手
续，乘坐包机航班从大连飞往兰州。

1月20日、21日，位于大连的东北财经
大学安排3架包机分别飞往太原和兰州，送
300多名学生回家。机场设置了大学生返
乡专用柜台和临时休息区，确保学生出行安
全。此外，家在沈阳的学生们坐上了大连至
沈阳的高铁专列，最大限度减少了出行风
险。

目前，多数学校已发布寒假安全提示，
提醒学生在离校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全程正
确佩戴口罩；同时做好旅途中的健康监测，
并妥善保存票据以备查询。

记者从返乡的学生处了解到，离校前，
学校会统计个人去向及联系方式。

“放假前每个人都填了表格，几号回家、
坐哪辆列车、哪班航班都要写清楚。”武昌理
工学院的大二学生闫婧怡说。

“我们学校要求每天在线填报个人健康
情况。”王天正展示的在线填报表格中，包括
了体温、接触人群等信息。

武昌职业学院旅游学院党总支书记郑
文婷表示，学校规定学生返家后需要跟家长
一起向学校进行双报备。

有高校给留校生发红包、订
“年夜饭”，政府对滞留学生开展
临时救助

不返乡的学生怎么过年？
上海多所高校明确，家住中高风险地区

的学生过年不返乡。江西省教育厅提示，此
类学生原则上不回家。河南提出高校应劝
导准备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暂缓离校。

多地高校发布通知称，寒假期间，学校
将采取封闭式管理，学生如因特殊情况确需
留校，需要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留校，由
学校统一安排住宿。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李岩
松介绍，大概有不到400名学生因家处在中
高风险地区而选择暂时留在学校。“学校根
据学生反馈信息和各地政策调整及时优化
离校流程，安排辅导员与学生家庭所在地提
前沟通，在确认学生可顺利返乡后，协助学
生启动离校流程，做到一人一策、事事精
准。”

目前，黑龙江一些高校已对留校学生进
行了免费核酸检测，并组织多位心理教师通
过开通心理热线等形式，提供心理健康疏
导。

记者了解到，辽宁一些尚有学生在校的
高校将继续做好保障工作，等待离校安排。
启动离校工作后，对暂时不能返乡的学生，
将继续做好其学习服务等工作。

据统计，吉林大学有78名本科生因无

法返乡申请留校过年。学校在寒假期间实
行封闭管理，为每名留校学生制作了出入证
件，每个校区都保留一间食堂和至少一家生
活超市，学校后勤部门还要保障学生寝室的
供热达标。

吉林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马琨说，学
校会不定期地为留校学生送牛奶、水果、药
品等生活用品，并准备了“留校红包”作为新
春祝福。食堂还为学生私人订制了除夕套
餐，让他们能吃到家乡味道的“年夜饭”。

与此同时，记者也接到就读于福建、安
徽、河南安阳以及河北省内低风险地市高校
的石家庄籍学生反映，由于学校要求“清
校”，但石家庄从6日起实行严格交通管控
措施，他们面临无法回家又无处可去的境
况。在安徽就读的王泽宇告诉记者，他所在
的学校要求大一大二学生必须离校，他和几
个校友只好在当地租房子度过寒假，希望能
统筹管理不能返乡的学生。

还有一些在石家庄就读的外地大学生
被迫滞留无法返乡。他们四处借宿，有的自
费住酒店，三餐靠泡面、零食度日。石家庄
市桥西区某高校大四学生时某告诉记者，他
租住的公寓型酒店价格相对较低。但由于
无法做饭，三餐基本靠外卖，每天花费也不
少。

有的返乡大学生表示，从低风险地区回
石家庄，虽然提供了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
表达愿意自觉在家隔离，但村里仍不放行。

记者获悉，河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日
前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滞留学生临时救助
工作的通知，要求为每名滞留学生明确一名
救助责任人。对于滞留在学校的学生，各学
校要进行妥善安置，保障其正常学习、生
活。对于滞留在校外的学生，各学校救助责
任人要通过微信、电话等有效方式，与其保
持联系，确保联系到每一位学生，随时帮助
其解决遇到的问题。

（记者 宋佳 王莹 任丽颖 冯维健 李
双溪 李伟 杨思琪）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于佳欣 王雨萧）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第一个春节，就地过年如何买得舒心放心？商务部将
从增加货源供应、投放储备商品、举办网上年货节等方面发力，
全力做好春节保供工作，并引导电商企业开启“不打烊”模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1日在网上例行发布会上说，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做好春节市场供应保障工作，商务部会
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增加节日供应。

在加强便民服务方面，商务部将举办2021年全国网上年
货节，推动采办年货、赶大集等活动“上云”“在线”，引导电商
企业开启春节“不打烊”模式，推出更多定制化、智能化、绿色
化、品质化商品和服务；引导餐饮等生活服务企业提供年夜
饭、寿喜宴等餐饮配送服务，满足人民群众节日消费需求。

在增加货源供应方面，商务部将加强蔬菜运销大户与蔬
菜基地产销衔接，确保蔬菜市场平稳运行；动员连锁超市、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增加库存，畅通供货渠道，提高水产品、牛羊
肉、鸡肉等产品上市量，丰富百姓节日餐桌。

在投放储备商品方面，高峰介绍说，2020年12月以来，
为保障“两节”市场供应，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已投放中央储
备猪肉6.5万余吨，牛羊肉2200余吨。商务部将根据市场情
况，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适时投放蔬
菜、肉类等储备，稳定节日市场供应。

高峰还表示，商务部将强化市场监测，根据市场供求和价
格情况，加强宏观调控，切实保障节日市场稳定供应。

记者采访发现，多数低风险地区的高校已提前放假并延
长假期，有的高校假期长达70天。部分学校允许家在中高
风险地区的学生留校，集中管理。而对于个别学生返乡遇到
的困难，相关部门也积极出台措施予以帮助。

合工大学生排队乘
坐合肥公交集团第一巴
士公司开进校园的“大学
生专线”前往合肥南站。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乔虹 发自北
京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北
京至哈尔滨高铁北京至承德段（以下简称京哈
高铁京承段）于2021年1月22日开通运营，京
哈高铁实现全线贯通，北京至沈阳、哈尔滨最快
2小时44分、4小时52分可达。

京哈高铁南起北京市朝阳区，向北途经北
京市顺义区、怀柔区、密云区，河北省承德市，
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沈阳市、铁岭市，吉林
省四平市、长春市、松原市，终至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全长119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
中沈阳至哈尔滨段已于2012年12月1日开通
运营，沈阳至承德段已于2018年 12月 29日
开通运营。此次开通的北京至承德段长192
公里，设北京朝阳、顺义西、怀柔南、密云、兴隆
县西、安匠、承德南7座车站。

京哈高铁京承段开通运营首日，铁路部
门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11对，之后每日开
行动车组列车 12 对，初期运营时速 300 公
里，同时，将严格落实各项措施，认真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为广大旅客创造良好旅
行环境。

京哈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
北京至承德段的建成通车，标志着京哈高铁全
线贯通。京哈高铁的全线通车，新增了一条东
北地区进出关高铁通道，将极大便利东北、华
北地区人民群众出行，进一步释放进出关铁路
货运能力，密切环渤海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
间的联系，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据悉，铁路部门将于1月21日10时开始发
售京哈高铁京承段旅客列车车票。具体车次、
时刻等资讯信息，旅客朋友可查询“中国铁路”
微信和铁路12306网站、微信、客户端。

1月21日，徐州东站的工作人员向旅客宣传防疫知识。
当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直属站徐州东站的“顺心”雷锋服务

台的客运工作人员身着“汉服”，为候车的旅客宣传防疫知识，并为部分旅客送上装
有宣传卡、口罩等防疫物品的自制福袋。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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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福袋”
送旅客

北京至哈尔滨高速
铁路今日全线贯通

新华社北京1月 21日电（记者侠
克）记者21日从北京市获悉，北京市重
点人群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起始日为1
月22日，计划在2月8日前完成。截至
2021年1月19日，北京市已完成重点人
群第一剂疫苗接种，累计接种人数超过
190万。

公众何时可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哪些人不适合接种？如何进行第二剂接
种？北京市有关专家进行了解答。

公众何时可以开始接种
新冠疫苗？

2021年1月至2月，北京市组织开
展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相
关接种人员按照所在单位和区里的通知
安排，有序进行接种。

目前接种策略按照“两步走”方案，
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接种。第一步，主要
针对重点人群开展接种，包括从事进口
冷链、口岸检疫、船舶引航、航空空勤、生
鲜市场、公共交通、医疗疾控等感染风险
比较高的工作人员，以及前往中高风险
国家或地区工作或学习的人员；第二步，
随着疫苗附条件获批上市，以及疫苗产
量的逐步提高，将会有更多的疫苗投入
使用。通过有序开展接种，符合条件的
群众都将实现“应接尽接”。

哪些人不适合接种新冠
疫苗？

不适合接种的人群包括孕妇、哺乳
期妇女，正处在发热、感染等疾病急性
期、患免疫缺陷或免疫紊乱的人群以及
严重的肝肾疾病、药物不可控制的高血
压、糖尿病并发症、恶性肿瘤患者等人
员。

所有接种人员在接种前要详细阅读
知情同意书，身体不适可暂缓接种。不
在18岁至 59岁接种年龄段范围的人
员，需要等待进一步临床试验数据披露，
明确是否后续能够接种。

已经接种了第一针新冠
疫苗的人员如何进行第二针
接种？

原则上第一针剂接种后间隔21天
接种第二针剂，如因个人原因需要提前
接种者，需要至少间隔14天，需要推迟
接种者，建议间隔28天内完成接种。

受种者按照原组织渠道依据组织单
位与接种门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序
前往指定接种点完成第二针剂接种。接
种第二针剂时的现场流程与疫苗品种均
与第一针剂相同，受种者仍需如实向医
护人员反映自身健康状况，听从现场人
员的引导，确保接种后留观30分钟。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张泉）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申长雨在21日举行的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上表示，

“十三五”期间，我国圆满完成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十
三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知识产权质量效益快速提升。

截至2020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15.8件，有效注册商标量达到3017.3万件，累计注
册地理标志商标6085件，认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391件。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总金额
比“十二五”期间翻了一番。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由
2015年的231.1亿美元提升到2019年的409.8亿美元，年均
增长15.4%。2019年，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全球第
一，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1.5万亿元，同比增长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在会议上表示，全面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
一环。

根据会议部署，2021年，我国将启动实施知识产权强国
战略和“十四五”规划，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大力提升知
识产权创造质量，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力提高知识产
权转化运用效益，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统
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和竞争，着力提高管理和服
务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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