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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地正在抓实抓细做好疫情防
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指
出，要根据检测、流调结果做好风险研判，
精准判定风险区域。封控管理要快封快
解、应解尽解，减少因疫情给群众带来的
不便。

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问：目前出现不少核酸检测“混阳”的
人群，对于他们当中的阴性人员，隔离时
间和政策怎么规定？

答：“十混一”核酸检测出现阳性的群
体中，如单检复核后，确认该人员为阴性，
应及时判定是否属于密切接触者，一般 24
小时内可作出判断，不是密接的话，立即
解除隔离。

问：为了加强防控，把楼门封死行不行？
答：不可行。严禁采用硬质围挡等封

堵楼宇通道，不能用“一锁了之”的办法。
若基层社区管理者、小区物业管理者存在
封堵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通道等行
为，首先就已经违反了消防法的有关规定。

同时，在医院等重点地区周边实施
“一刀切”式硬性隔离、设置路障也不可
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
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
是违法行为。

北京市近日已要求，严禁采用硬质围
挡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临时管
控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24小时。郑州市要
求，严禁对安全通道封门上锁，严禁在封

控期间设置路障等影响急诊车辆通行，不
得在医院周边实施“一刀切”式硬性隔
离。广州市要求封控道路的障碍物应能
及时移除或开启，保障消防车辆正常通
行；封控楼栋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应
能及时方便开启，保障人员疏散，不应以
烧焊、上锁等方式封闭，时刻保持生命通
道畅通。

问：楼里反复出现阳性，封控时间是
否不断延长，如何执行？

答：假如楼里反复出现阳性，说明持
续存在社区传播风险，这种情况不符合
解封条件，的确可能会延长封控时间。
但只要符合解封条件，就要及时解封。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定及管
控方案》，原则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

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
动地等区域，划为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一
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在疫情传播
风险不明确或存在广泛社区传播的情况
下，可适度扩大高风险区划定范围。风险
区域范围可根据流调研判结果动态调整。

根据方案，高风险区连续 5天未发现
新增感染者，且第 5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
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低风
险区。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
解封。

同时，疫情处置过程中，如个别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对居住地、工作地、活动
区域造成的传播风险较低，密切接触者已
及时管控，经研判无社区传播风险，可不
划定风险区。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当前，我国新增新冠肺
炎感染者数量持续增加，部
分地区疫情扩散速度加快。
疫情越是复杂严峻，越需要
强化个人责任。大家多一分
小 心 谨 慎 、多 一 分 理 解 配
合，风险就会少一些。人人
管好自己，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就能快一步。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直接责任人。由于奥密克戎
变异株隐匿性更强、传播速
度更快，早期感染者更难快
速识别。因此日常工作和生
活更加容不得疏忽大意。要
防患于未然，将三年来积累

的“戴口罩、勤洗手、多通
风”的防疫法宝自觉转化为
习惯；要坚持“不扎堆、不聚
餐、不聚集”，为自己守好安
全防线，也为他人健康保驾
护航。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
没有局外人。每个人都是抗
疫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一个
环节“掉链子”，就可能让无
数人的努力付诸东流。在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的同时，
我们也要增强责任意识，遵
守 疫 情 防 控 各 项 规 定 ，出
现 相 关 症 状 主 动 就 医 排
查 。 同 时 ，对 出 行 等 管 控

措 施 要 多 一 些 包 容 理 解 ，
保 持 理 性 和 科 学 的 态 度 ，
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筑牢
群防群治防线。

疫情之下，不少焦虑可
以理解。一方面有困难要及
时求助，另一方面也要调整
好生活，保持好心态，努力
适应非常时期的变化。健康
是个人未来一切发展的基
础，免疫力又是个体对抗疾
病的最有效“药物”。让我
们携手与共，同心协力打好
疫情歼灭战，推动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尽快恢复。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防控如何更精准

最大程度减少带来的不便

快封快解 应解尽解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宣

布陆续解封符合条件的高风
险区域 363 个，广州、昆明等
地也发布了解除一些地方临
时管控区的公告。各地在封
控管理中积极落实“快封快
解、应解尽解”要求，努力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群
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快封快解、应解尽解”是
坚持科学精准防控的应有之
义，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快
封”是为了迅速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快解”是为了最大限度
减少疫情带来的不便。

“快封快解”考验的是干
部担当和水平。部分地方防
控措施中存在的简单化、层
层加码、“一刀切”等现象，就
与管理水平直接相关。疫情
防控形势越是严峻复杂，越要
发扬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精
神，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在确
保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把该管
住的管住，该放的放开。

“快封快解”也提出了更
高的工作要求，要在科学精
准上进一步下功夫。“快封快
解”的核心是一个“快”字，把
疫情当作命令，发现苗头即
刻行动，摸清情况、处置到

位、排除隐患，给“快解”创造
条件。一旦条件成熟，便可
应解尽解，把疫情范围压到
最小，影响降至最低。

要做到“快封快解”，群
众也要充分认识到，疫情防
控也是自己的事儿。封控时
积极配合，解封后不减责任，
做好自己健康的“直接责任
人”，守护家人和邻里的健康
安 全 ，守 卫 共 同 的 美 好 家
园。疫情依然严峻，但积极
信号不断传来。坚持科学精
准防控，坚持以快制快，我们
一定能够积小胜为大胜，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抗疫，要帮特殊人群兜住底
老人、孩子、基础病患者

等特殊人群免疫力相对较
差，是病毒的易感人群；孕产
妇、急重症病人的需求等不
得 ，一 旦 有 事 都 是 急 事 大
事。在疫情防控中让特殊群
体得到重点照料，是无数家
庭深切的牵挂。

保护好涉疫重点人群的
生命线，摸清底数，才能心中
有数。辖区内有多少孕产
妇、透析病人、独居老人等，
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摸排到
位，建立台账。只有对辖区
重点人群情况了然于胸，才
能不落一人、有的放矢、细致
全面地照顾到所有特殊群

体。北京将重点人群服务责
任落人、落图、落机构；山东
济南用数字化手段完善重点
人群管理信息……各地这些
织密保护网的好法子值得肯
定。

保护好涉疫重点人群的
生命线，分类保障，做到科学
精准。无论是患基础病的老
人，还是需持续治疗的病人，
都要全盘谋划、分类保障、压
实责任。比如，急危重症患
者拨打 120 电话，日常就医
患者可拨打社区工作人员电
话，分类引流，避免资源挤
兑；医院主动摸排患者情况，
根据需要落实服务。针对不

同群体拿出个性化工作方
案，以一对一、定制化的服务
保障群众日常生活及看病就
医的个性化需求，让群众临
危不用慌、有人帮，安心度过
特殊时期。

11 月 10 日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强调，加大对老弱病残等
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力度，
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
尽力维护正常生产工作秩
序。各地各部门要主动担
当、压实责任，用心用情做
好重点人群兜底保障，让疫
情防控工作更有力度，也更
添温度。

抗疫，每个人都是重要一环

在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九龙山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右）向两位
驾驶员讲解居民的就医需求（11月30日摄）。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交通委组建的就医保障车队在朝阳区风险区
上岗，主要服务风险区内的孕产检、透析、化疗、肿瘤等非急危重症患
者就医。居民可通过所在社区（村）提出需求，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乘车，就医保障车队车辆实行居住地到医院的“点对点”出行保障。

新华社 发

就医保障车队

国家卫健委

11月30日新增
本土病例4080例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
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2 月
1 日通报，11 月 30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4150 例。其中境外输
入病例 70例（福建 23例，北京 12
例，广东 12 例，上海 6 例，重庆 5
例，江苏 3 例，四川 3 例，辽宁 2
例，内蒙古 1 例，黑龙江 1 例，山
东 1 例，湖北 1 例），含 3 例由无
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
四川）；本土病例 4080 例（广东
1599 例，北京 1023 例，山西 215
例，重庆 206 例，四川 170 例，云
南 103 例，浙江 93 例，黑龙江 89
例，内蒙古 76 例，河南 75 例，福
建 65 例，辽宁 53 例，陕西 46 例，
山东 42 例，江苏 34 例，海南 29
例，湖南 26 例，贵州 24 例，上海
23 例，新疆 21 例，湖北 19 例，吉
林 18 例，河北 16 例，广西 5 例，
青海 5 例，安徽 2 例，西藏 2 例，
天津 1例），含 858例由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 662

例，重庆 55 例，浙江 41 例，北京
37例，河南 12例，四川 9例，山西
8例，陕西 7例，云南 5例，青海 5
例，江苏 4 例，黑龙江 3 例，内蒙
古 2 例，福建 2 例，西藏 2 例，辽
宁 1 例，山东 1 例，湖南 1 例，广
西 1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
新增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
状感染者 31911 例，其中境外输
入 191 例，本土 31720 例（重庆
6433 例，广东 6315 例，北京 4020
例，山西 2123例，四川 1244例，新
疆 968 例，云南 857 例，广西 751
例，天津 720例，吉林 714例，陕西
686 例，黑龙江 666 例，湖北 658
例，青海 641例，山东 605例，辽宁
507例，江苏 487例，甘肃 471例，
河北 436例，宁夏 431例，河南 366
例，安徽 291例，湖南 278例，内蒙
古 258 例，浙江 201 例，上海 174
例，贵州 141例，福建 119例，江西
81 例，海南 62 例，西藏 12 例，兵
团 4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