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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中国 广角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顾
天成、彭韵佳）自 1月 8日我国平稳进
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以来，
截至 2月 26日，海关总署联合疾控部
门已累计检出境外输入新冠病毒变
异毒株30种，检出国内首例XBB.1.9、
XBB.1.9.1和XBL等变异毒株。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副司长李
政良在 27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上述数据。

李政良介绍，为做好当前外防输
入工作，海关将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入
手，包括强化全球疫情分析研判和监
测预警、调整优化口岸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持续做好“多病同防”。在优
化口岸疫情防控措施方面，强化

“水、陆、空”同防，对于检疫发现异
常的人员，严格实施流行病学调查、
医学排查、采样检测，坚决筑牢外防
输入第一道防线。

李政良表示，全球疫情仍在流
行，病毒还在不断变异。随着国际航
班逐渐恢复、边境口岸陆续开通、内
地与港澳全面恢复人员往来，新冠病
毒变异毒株和其他传染病输入的风
险有增无减，外防输入仍然面临考
验、挑战和压力。对此，海关将联合
疾控部门持续开展境外输入新冠病
毒变异监测，密切关注全球疫情形势
和病毒变异情况。

新华社天津2月27日电（记者周润健）3月“天
象剧场”大幕将起，好戏连台，其中，金木相合要把
握，月掩金星别错过。

3月 2日傍晚时分的西方天空，太阳系中最亮的
两颗行星——金星与木星近距离相合，肩并肩“凑”
在一起，为公众上演一幕精彩的“二人转”。

“由于这两颗行星都非常明亮，即使是在光污染
较为严重的城市也能用肉眼轻松捕捉到它们的身
影。”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
普专家宋媛媛说。

3月 21日，小行星带中唯一的矮行星——谷神
星将上演冲日表演。冲日时，谷神星和太阳正好分
处地球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直线，谷神星被太阳照
亮的一面会完全朝向地球。

宋媛媛表示，冲日时，通常是谷神星最亮的时
候，是观测它的绝佳时机。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感兴
趣的公众借助小型天文望远镜就可以在繁星背景中
寻觅到它的身影。

3月 24日傍晚，一场非常适合我国观测的月掩
金星将会在西方天空上演。月掩金星是指月球运行
至地球与金星之间，三者排成一条直线，届时月球将
会在金星前面“路过”。由于月球的视直径远大于金
星的视直径，因此在“路过”的时候会把金星完全遮
挡住。金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消失”，过一阵
子再迅速出现。

“24日为农历闰二月初三，月相为如钩般的蛾
眉月，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可以看到金星被小月牙

‘吃掉’的趣味一幕，而北方地区虽然看不到掩星过
程，但却可以看到金星在小月牙旁‘擦肩而过’，也
非常具有观赏性。”宋媛媛说。

3月 28日 21时左右，一场美丽的火星合月会现
身天宇，感兴趣的公众凭借肉眼就可观赏到火星与
上弦月近距离相伴的画面；3月 31日 14时，金星与天
王星相合，遗憾的是二者“距离”最近时发生在白天，
不过 30日和 31日傍晚金星与天王星依然相距不远，
感兴趣的公众可在这个时段借助小型天文望远镜见
证这“亲密一刻”。

金木相合要把握
月掩金星别错过

3月天象看点 我国持续开展境外输入新冠病毒变异监测

2月25日，天鹅在曹妃甸湿地水面上游弋。
近日，数百只天鹅飞抵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湿地，落脚休憩。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建

设，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曹妃甸湿地成为多种候鸟每年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新华社 发

唐山：天鹅舞翩跹

近期，全国疫情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各地疫情处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未发现
疫情明显反弹的省份。新阶段，如何更好
完善农村疫情防控工作？如何保障重点
医疗物资生产供应？下一步，怎样提升我
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围绕公
众关注的热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月
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作出回应。

巩固成果
增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能力

“三年多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
念深入人心，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经受住了
极限考验。”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米锋表示，要抓实抓细“乙类乙管”各项措
施，巩固住来之不易的重大成果。

三年多来，特别是 2022 年 12 月份以
来，我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聚焦关键
节点、紧盯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确保
农村防疫见医、见药、见干部。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
长、一级巡视员毛德智表示，进入“乙类乙
管”常态化防控阶段后，要从完善农村地区
疫情防控责任机制、聚焦农村重点人群和重
点地区、完善农村医疗救治体系机制三个方
面进一步增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能力。

“我国逐步健全的县、乡、村三级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毛德智说，按照《关
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
健康发展的意见》，要进一步促进医疗资源
下沉，大力推动建立健全县、乡、村统筹的
医疗体系，提高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
置能力，补上乡村公共卫生健康服务短板。

确保医疗物资生产
随时响应突发需求

三年多来，我国不断优化医疗卫生资

源布局，加强医疗物资生产保供和统筹调
配。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
平稳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但
全球疫情仍在流行，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保
供仍是关键之举。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
长周健表示，将常态化做好重点医疗物资
生产保供工作，切实提升重点医疗物资产
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据介绍，在产能方面，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继续坚持日调度机制，指导重点企业
保持规模化生产能力，确保随时响应突发
需求。密切跟踪新型疫苗和药物上市进
度，提前做好生产供应准备。

在应急调拨方面，将加强中央与地方

应急联动，确保应急调拨及时高效，做到
“全国一盘棋”。强化中央、地方、企业三
级联动储备机制，提升抗风险能力，及时
调整中央医药储备目录，支持各地医疗物
资保障组完善生产收储、调运接收等工作
机制，鼓励企业加大应急医药储备能力建
设。

确保生活物资量足价稳
三年多来，我国新冠疫情期间生活物

资保障工作整体实现供应充足、价格平
稳。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
局长许正斌介绍，从供应方面来看，2022
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 13731亿斤，创历史

新高；蔬菜种植面积 3.3亿亩以上，产量 8
亿吨左右；畜产品生产发展势头良好，肉
类和奶类产量创历史新高。

从价格方面来看，三年多来，重要民
生商品价格总体保持平稳，涨幅均在合理
区间。全国大米、面粉价格平稳运行，没
有出现明显波动，食用油价格稳中小幅上
升，猪肉、鸡蛋价格总体呈现周期性、季节
性波动。

为确保生活物资量足价稳，我国坚持
全面监测研判，及时掌握个别地方短时出
现的市场异常波动情况；同时，着眼储备、
调运、配送等环节，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着力加强生活物资应急保供能力建设。

推动我国医疗应急体系
高质量发展

三年多来，我国秉持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该如何进
一步提升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
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
燕红介绍，经过近些年的不断努力，我国
公共卫生应急能力不断提升，已经初步
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应急体
系。

“目前，我们全国一共有国家级紧急
医学救援队伍 40支，分为综合救援、中毒
事件救治和核辐射事件救治三类。”郭燕
红说，在此基础上，要在全国增设 20支左
右的国家重大疫情医疗救治队伍，负责重
大疫情救治及支援。

据介绍，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医疗应
急指挥体系、建设医疗应急救治基地。
包括建设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国家医疗
救援力量调动与支援机制，实现国家、
省、市、县立体化的医疗应急指挥调度
等。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抓实抓细“乙类乙管”各项措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2 月 2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出席发布
会，介绍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成果有关情况，并回答媒体提问。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