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连续20多天无新增感染者后，安徽迎来新一轮疫情。这轮疫情发端于安
徽宿州市一个人口只有 70余万的小县城泗县。6月 26日，泗县对重点人群核
酸检测中发现 3例感染者。截至 7月 4日 24时，泗县 9天内已累计报告 1021
例感染者，并且疫情已经蔓延至与它同属安徽宿州的灵璧县、蚌埠固镇县、江苏
徐州、无锡、南京等地。7月 2日以来，泗县每日新增感染人数超200人。6月 29
日起，泗县开始实行全域封控管理，要求所有人足不出户，目前全县静态管理。

“疫情进展这么快速并不觉得意外。”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
专家金冬雁告诉记者，这波疫情至少已经传播几周了，后续还会有新增病例出
来。现在的关注重点不在泗县，而在于在隐匿传播阶段从泗县外溢出的疫情，尽
可能找到这些感染源头，避免其他地方再成为下一个“泗县”。

在金冬雁看来，相较大城市，对于小县城来说，县级城市在核酸检测能力、
技术人员储备、病例流调信息追踪等方面仍然相对滞后，除了常态化核酸检测，
可以加强抗原检测，使其成为“疫情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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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如何有效防疫？
本轮疫情发生后，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已赴泗

县指导处置疫情。据“安徽发布”消息，7 月 3 日

晚，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来到泗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听取省疫防办、宿州市汇报，与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安徽工作组共同研判形势。郑

栅洁称，要举全省之力打赢泗县疫情防控攻坚歼

灭战，全省疫情要在一周内实现社会面清零。

7 月 4 日，“泗县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

称，泗县要确保三日内实现社会面清零。全县将

于 7月 4日、5日、6日开展三轮核酸大排查。同时，

对因排查疏漏未实现清零的单位、个人，一律严肃

问责到位，三轮排查后仍未清零的村（社区），对包

保干部和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严肃问责。

据报道，目前，国家、省及外市支援宿州的救

治专家共131人，市级抽调医务人员120人，定点医

院和方舱医院患者状况稳定。据黄森忠了解，泗县

当地的核酸检测能力较弱，这样的支援是件好事，

至少能尽可能最大化地把病例先给找出来。

“很多人在争论，现在之所以有疫情是因为

常态化核酸停止了。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意义。”金

冬雁表示，常态化核酸检测并非在全国同步开展。

此前，国家卫健委也表态，不是要求所有的城市都

要建立 15分钟的核酸采样圈，主要是集中在输入

风险较高的省会城市以及人口千万级的城市。

相对大城市比较完善的防疫措施和资源，县

级城市在核酸检测能力、技术人员储备、病例流

调信息追踪等方面仍然相对滞后。“除了常态化

核酸检测以外，还有更多其他办法可以监测疫情

变化。对泗县来说，一是要观测周边地方的疫情

形势和新增病例，二是要做好‘疫情岗哨’这件

事。”金冬雁说。

何为“疫情岗哨”？金冬雁解释，简单来说，拥

有 700多万人口的香港，每天从 18个区随机抽出

1万人测抗原，统计这 1万人的阳性检出率，就能

有效掌握整个城市的疾病流行情况。

黄森忠认为，像泗县这类县级城市的疫情管

理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做好外来高风险人群的筛

查。近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

九版）》提到，要增加抗原检测作为疫情监测的补

充手段，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可疑患者、疫情处

置时对中高风险区人员等可增加抗原检测。“从

技术上来讲，也建议基层城市加大连续抗原检测

力度，这对没能力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城市而

言是最有效的。”金冬雁说。

金冬雁强调，“不能照搬一线城市的防疫措

施，两者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这些县级城市没有频

繁开展大规模核酸的能力。”他分析说，对基层城

市而言，想要跑赢疫情，最好的做法是对医生、老

年人、出租车司机等高风险人群建立小样本的

“岗哨系统”，进行抗原检测，及早在这些人中发

现可能的传播的风险，及时遏制疫情苗头。

安徽泗县9天感染1021人
小县城如何防疫？

本轮安徽疫情来得凶猛，日新增感染人

数在疫情出现第 5 天突破 100 人，第 7 天突破

200 人。据安徽省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从首次

出现病例至 7月 4日，安徽新增感染者累计报

告 1090例。

泗县成了疫情“暴风眼”。据记者统计，7月2

日和3日两天，泗县总计感染人数455例。据“国

务院”小程序显示，截至7月4日17时，全国共有

169个高风险等级地区，117个在安徽省宿州市，

除了14个在灵璧县，其余103个均在泗县。

目前，感染病例流调信息官方尚未详细

公布。记者致电泗县多个高风险区负责疫情

防控报备的工作人员。泗县大庄镇王官村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整个大庄镇全封

了，暂时不允许进出，之前核酸检测发现的多

例阳性感染者已被转运至隔离点。另一名泗

县墩集镇石梁河村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自己每天凌晨 4 点就组织大家做核酸，基本

大家放下所有工作都在忙这件事。”

据此前人民日报客户端安徽频道报道，

安徽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从目前看，本轮疫情总体可控。鉴于泗县疫情

初期源头不清、底数不明，为阻断传播链，当

地已第一时间实施社会面管控，全县静态管

理、人员足不出户，6月 26日发现疫情并管控

后未出现外溢。对涉及外地的密接、次密接者

等风险人员，第一时间发出协查函。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还表示，在高中风险区及在隔密接

者中检出一定数量的阳性人员，表明疫情处

置仍处于关键期。

7月 4日晚，宿州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

在泗县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截至 7月 4日

16 时，泗县共报告 863 例阳性病例，已累计开

展 6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参加检测的人员达

到了 300 多万人次，总体来看，前 6 轮区域核

酸筛查检出的社会面阳性呈下降趋势，其余

的阳性病例是在集中隔离点当中发现。

记者多次致电泗县疾控中心及疫情防控

指挥部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记者致电宿州市

卫健委相关机构，值班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泗

县的疫情形势比较严峻，宿州市疾控中心和

卫健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被抽调到泗县开

展流调等工作，毒株类型、感染者轨迹等详细

情信息要等流调报告出来才知晓。

“目前缺乏更多当地的疫情有效信息。即

便泗县已经做完多轮全员核酸检测，但人们

对检测结果如何、感染病例具体分布情况这

些信息仍然一无所知。”金冬雁表示，26 日发

现首例病例之前，泗县的疫情就已经出现了

至少几周的隐匿传播，而很多无症状感染者

在这期间没有来自核酸检测和“疫情岗哨”的

监测，这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便利机会。

病毒隐匿传播至少数周1.

泗县此轮疫情已外溢到宿州灵璧县、安徽蚌

埠固镇、江苏徐州、南京、无锡等地。安徽省内毗

邻泗县的宿州市灵璧县，7月 1日通告，鉴于当前

周边地区疫情防控形势和灵璧县现有关联病例

情况，1日 16时起，全县范围内实施足不出户管控

措施。截至 7月 4日，灵璧县共报告 49例感染者。

据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介绍，安徽全省各地

已实行联防联控，紧急排查了自 6月 10日以来有

泗县旅居史人员 9136 人，其中合肥、濉溪、固镇、

灵璧等地零星关联感染及其密接、次密接者均得

到有效管控，其他相关人员及区域多轮核酸检测

均为阴性。据此判断，外溢扩散风险基本排除。

在金冬雁看来，在泗县这样一个县级城市实

行严格的“足不出户”，过一段时间新增感染数肯

定可以清零，这点毋庸置疑。但即便是严格的防

控下，也无法保证疫情不外溢，泗县的情况也可

能在其他地方再次出现。

泗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其所属的宿州市与

苏、鲁、豫三省交界，和江苏省宿迁市和睢宁县等

多地相邻，省际往来人员较多。

6月 28日凌晨，江苏淮安市金湖县新冠疫情

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金湖县在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场所发现 1例从泗县自驾返金人员核酸检测异

常。截至6月28日 17时，南京市共排查出4名阳性

病例，均为相关泗县核酸阳性人员的家人。

据“无锡发布”6 月 29 日消息，当日上午，无

锡对两名阳性感染者流调溯源时，发现其中一名

阳性感染者与两名泗县来锡人员有交集，基因测

序结果显示，与泗县本次疫情病例基因组序列高

度同源。自 6月 29日以来，无锡市已报告了 172名

感染者。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年 11月

1 日，泗县常住人口为 76.33 万人。泗县人近期都

去了哪？“百度迁徙地图”显示，宿州市迁出目的

地主要为江苏省的徐州市和安徽省淮北市和合

肥市。徐州市和淮北市是 6月 10日宿州市前两位

迁出目的地，人口迁出率均超过 20%。即便是在

疫情出现的 6月 26日之后，宿州至徐州市的人口

迁出率仍在 20%以上，甚至还出现小幅增长。

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黄森忠

向记者表示，泗县的人口结构也应该被考虑在

内，当地到外地务工人员比较多，另外，宿州市是

著名的“马戏之乡”，这些都增加了人员流动。

2021年，泗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7.74亿元，GDP

在安徽省 104个区县中位列第 60，处于宿州市第

4位，第三产业增长占比最多。 据《中国新闻周刊》

疫情已外溢到江苏多地2.

3.

7月 3日，在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虹城街道东关社区，医务人员为居民进行核酸采样。新华社发

而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来看，2021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2884 元，广

东、浙江、江苏这 3 个省份的城镇私

营 单 位 就 业 人 员 年 平 均工资超过全

国水平。

其中，在 25个省份中，广东省城镇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73231

元，是目前唯一超过 7 万元的地区，暂

居第一位。

在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中，年平均

工资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达到了 140251元。

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2021年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9228元，

距离 7万元大关一步之遥，目前仅次于

广东。在浙江城镇私营单位中，年平均

工资最高的也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达到了 124852元。

在广东和浙江，不管是城镇非私营

单位还是私营单位，IT业年平均工资都

是最高。

这也不难理解，目前全国平均工

资最高的行业就是 IT 业，一方面因为

数字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相关人才供

不应求，近年其工资水平和增速一直

较高，另外一方面，加之疫情防控需

要，在线消费需求旺盛，带动了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而

广东、浙江云集了大量互联网企业，吸

引了众多 IT 人才，薪资水平也成为全

国的高地。

25省份2021年平均工资出炉
哪里是薪资高地？

各地 2021年平均工资数据正在陆续发布中。
据中新财经不完全统计，截至 7月 3日，至少已有
25个省份发布了2021年平均工资数据。

从各地发布的平均工资数据来看，

一般有两个口径，一是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二是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各地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均高于城

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在这 25 个省份中，浙江、广东、江

苏、青海、宁夏、重庆这 6个省份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在 10万

元大关以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 106837元，浙江、广东、江苏、青海超

过了全国平均线。

其中，浙江暂居第一位。浙江省

2021年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为 122309 元，比上年增加 13664 元，

扣除价格因素增长 10.9%。

浙江数字经济发达，所以 IT业非常

吃香。数据显示，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

均工资最高，达到了 257631元，折合月

平均工资超过 2.1万元。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西部省份青

海、宁夏表现突出，2021年青海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109346

元，在 25 个省份中位居第四。2021 年

宁夏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 工 资 105266 元 ，在 25 个 省 份 中 位

居第五。

青海、宁夏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年

平均工资最高的都是采矿业，青海采矿

业年平均工资为 152682 元，宁夏采矿

业年平均工资为 160833元。

6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超10万元

广东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暂居第一

（图文据中新网）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
电 记者 5日从中国气象局新

闻发布会了解到，6 月全国平

均气温 21.3℃，较常年同期偏

高 0.9℃，为 1961年以来同期最

高；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山

西、山东、江苏、安徽等地气温

为历史同期最高。

据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方

翔介绍，6月 13日至 26日，我国

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等

地出现今年首次区域性高温天

气过程，覆盖国土面积达 363.6

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超过 6

亿。此次高温天气过程覆盖面积

广、持续时间长且具有极端性，

24 日 河 南 焦 作 最 高 气 温 达

43.3℃，25日河北灵寿达44.2℃。

方翔分析说，造成此次高

温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北

方大部地区处于强大的暖性高

压系统控制，盛行下沉气流，一

方面造成下沉增温，另一方面

有利于出现晴空辐射增温，加

之大气干燥，白天地面受太阳

辐射影响，升温迅速。此环流形

势稳定维持，导致北方地区出

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未来一段时间，部分地区

高温天气将持续。5日至 11日，

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

肃、宁夏、陕西关中平原、河北

南部、河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

气，日最高气温 35℃至 38℃，

局地 40℃左右，高温日数一般

有 4 至 6 天。8 日起，四川盆地

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等

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日

最高气温一般有 35℃至 38℃。

预 计 7 月 ，除 华 南 、西 南

地 区 东 南 部 、华 东 南 部 局 部

气 温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低 外 ，全

国其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到偏高。

6月全国平均气温
创1961年以来同期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
电 “慧眼”卫星团队日前在

编号为 Swift J0243.6＋6124 的

中子星 X 射线双星发现了能

量高达 146 千电子伏的回旋吸

收线，对应超过 16 亿特斯拉的

中子星表面磁场，再次大幅度

刷新了最高能量回旋吸收线

和宇宙最强磁场直接测量的

世界纪录。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与合作者

共同完成，相关成果在国际学

术期刊《天体物理杂志通讯》在

线发表。

据介绍，中子星是宇宙中

具有最强磁场的天体，对其 X

射线能谱的回旋吸收线的探测

是目前直接测量中子星表面磁

场的唯一方法。本次发现不仅

创造了迄今宇宙天体磁场直接

测量的最高纪录，还首次在超

亮 X射线源中直接测量了其中

子星的表面磁场。

通常认为，中子星的表面

磁场结构复杂，既有延展范围

很大的偶极磁场，也有局限于

中子星表面附近的多极磁场。

以前各种间接方法只能估算

中子星偶极磁场，本次“慧眼”

卫 星 直 接 测 量 到 Swift

J0243.6＋ 6124 的表面磁场强

度，首次从观测上直接证明中

子星除两极对称的偶极磁场

外，的确具有更加复杂的非对

称磁场结构。

“慧眼”卫星于 2017年 6月

发射升空，是我国第一颗 X 射

线天文卫星，承载高能 X 射线

望远镜、中能 X 射线望远镜和

低能 X射线望远镜三种科学载

荷和空间环境监测器，具有覆

盖能段宽、时间分辨率高等突

出优点，打开了观测黑洞、中子

星硬 X射线快速光变和能谱研

究的新窗口。

“慧眼”卫星再次刷新
直接测量宇宙最强磁场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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