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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吉宁）记

者从 24 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获悉，在当前实施的

目的地为北京的境外进京人员

集中隔离措施基础上，从 3 月

25日零时起，所有从北京口岸

入境人员不分目的地，全部就

地集中隔离观察，全部做核酸

检测；14日内从其他口岸入境

进京人员，全部集中隔离观察，

全部做核酸检测。

据了解，隔离观察费用自

理，检测费用按照是否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或购买商业保险等

有关规定执行。

北京口岸入境人员全部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电（记者梁建

强、王贤）湖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 24 日发布通告

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

区，将于3月25日起解除离鄂

通道管控，武汉市将于 4 月 8

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

措施。

通告说，从3月25日零时

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

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离鄂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

安全有序流动。

武汉市继续实施严格的离

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从3月

25 日零时起，在做好健康管

理、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对

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的外出

务工人员，经核酸检测合格后，

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的办法

集中精准输送，确保安全有序

返岗。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

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

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

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

序流动。

外省来鄂来汉人员凭外省

健康码或湖北健康码“绿码”，

在全省范围内安全有序流动，

不需另行提供健康证明（确实

无法申领健康码的除外）、流动

证明、流入地申请审批表或接

收证明、车辆通行证等。出省

人员应提前了解并遵守目的地

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武汉市根据疫情风险等级

评估情况，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推动企业分区分级、分

类分时、有条件复工复产。

省内大专院校、中小学、中

职学校、技工院校、幼儿园等继

续延期开学。具体开学时间根

据疫情防控情况，经科学评估

后确定。

今年1月23日，武汉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

告，自当日10时起离汉通道暂

时关闭。

武汉市4月8日起“解封”

“三道防线”抵御境外疫情输入
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如何抵御境外输入风险？低风险地区的民众是否可以摘口罩？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医疗诊治的焦点问题进行回应。

中国以外确诊病例直线上升、境外输入病

例数量不断增多、多地出现境外输入关联病例

……虽然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本土疫情传播

已基本阻断，但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的输入性

风险正与日俱增。

“零星散发病例和境外输入病例引起的传

播风险依然存在，防控工作仍不可掉以轻心。”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

3月23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8例，其

中境外输入达到74例。与此同时，根据世卫

组织最新通报，全球确诊病例已突破 30 万

例。

“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的形势非常不乐观，

我们的枢纽地区和口岸城市防止输入的压力

在不断加大。”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吴尊友说，

“我们已经建立了‘三道防线’，能够很好地抵

御境外输入病例。”

据吴尊友介绍，第一道防线即海关，通过

测量体温、询问症状，以及要求入境人员报告

旅行史，能够发现已经有症状的人员，并直接

送到指定医疗机构治疗。

第二道防线，是指入境后的人员要进行

14天的隔离观察，来发现处于潜伏期的人员，

并在出现症状后及时送至指定医疗机构。

第三道防线，是指第一、第二道防线“万

一”漏过的病例，在出现症状后到医疗机构就

诊，经过前一阵防疫实践锻炼的医务人员能够

很快进行诊断治疗。

吴尊友表示，到目前为止，我国输入病例

基本堵在第一和第二道防线，兜底的第三道防

线还没有发现病人。

三道防线，抵御境外输入病例
针对“无症状感染者

是否会造成病毒传播扩

散”的疑问，吴尊友说，目

前无症状感染者都在密切

接触者中发现，而密切接

触者都受到了管理。“根据

我国采取的疫情防控管理

措施，密切接触者都已纳

入隔离观察，一旦发现症

状马上转到医院诊断治

疗，不会造成社会上的传

播扩散。”

无症状感染者不会造成病毒传播

虽然全国疫情防控形

势向好，为减少疫情反弹

风险，做好个人防护仍不

可忽视。

吴尊友对“健康人也

要戴口罩”作出科学性解

释。他表示，新冠肺炎在

“潜伏期末”和“临床症状前

期”排毒最高，如果健康人

遇到一个潜伏期末期的病

人，虽然没有症状，也会造

成病毒传播。病人的居家

住所、就诊的医疗机构以及

电梯、公用交通工具等封闭

环境，都存在排毒隐患。

何时能摘口罩？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发布

的《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

对不同场景下戴口罩提出

了科学建议。例如，普通

公众居家、户外，无人员聚

集、通风良好时，建议不戴

口罩；当处于人员密集场

所时，在中、低风险地区应

随身备用口罩，在与其他

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米）时应戴口罩。

当前低风险地区正陆

续准备开学，吴尊友说，低

风险地区的学生和老师经

过长时间的居家隔离以

后，已排除潜伏期感染的

可能，但防范学校发生疫

情、继续做好防护措施仍

有必要。

“在病毒的低流行地

区，环境当中基本没有病

毒，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

生活秩序。”吴尊友建议，

最主要的是做好学生和老

师每日监测，若出现体温

异常等症状要第一时间与

卫生健康部门联系。

（据新华社）

做好个人防护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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