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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从严从实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

加快核酸检测和
方舱医院建设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当前疫情仍在
高位运行，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防控
正处于关键紧要时期。要继续坚持动
态清零总方针，加快核酸检测和方舱
医院建设。

米锋介绍，要切实保障好群众基
本生活和就医购药需求，积极帮助排
忧解难。要始终做好个人防护，积极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特别是加快推进
老年人接种。截至4月11日，全国累
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3 亿 32.8
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12亿
4492.3万人。

3月以来
本土感染者超32万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3月1日至4
月 11 日，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本土感染
者325303例，波及30个省（区、市）。

雷正龙介绍，河北、江苏、安徽、广
东、福建、浙江、山东等省疫情总体可
控。吉林省疫情总体呈下降趋势，已
连续三天新增感染者降至千例以下，
但仍在高位；长春市每天新增感染者
人数下降，但管控区内社区传播没有
完全阻断，仍需要继续加强管控区内
各项防控工作。

上海市连续8天报告新增感染者
数超过1万例，疫情处于快速上升期，
社区传播尚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且外
溢多省多市，预计未来几日新增感染
者人数仍将处于高位。

4万余名医务人员
支援上海

米锋表示，截至目前，国家卫生健
康委已从全国16个省份调派医务人员
4万余名和每日238万管核酸检测的能
力支援上海，与上海的医务人员一起开
展医疗救治和核酸检测等工作。

（北京日报、央视新闻）

据上海市卫健委通报，4月
11日0-24时，无症状感染者新
增22348例。这是4月以来，上
海无症状感染者首次出现下降。

“这只能说是初见曙光。”
上海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
执行队长、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方舱医院中医专家组组长方
邦江教授表示，波峰出现后，势
必会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否代
表上海疫情出现拐点，还有待
进一步观察，看后续新增病例
是否会出现持续性下降。

“不过，我对本轮上海疫情
即将取得胜利还是充满信心
的。”方邦江教授说，大面积地
核酸检测排查已经覆盖到上海
全体居民，并且是反复多轮次
地复核，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
数字是真实的，可信的，可以说
目前上海疫情正处于黎明前的
黑暗。

据上海卫健委最新数据，
在 4月 11 日 0-24 时新增的
994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2234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
439例确诊病例和21844例无
症状感染者是在隔离管控中发
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
中发现。

也就是说，现在大部分新
增感染者是在管控人群中发现
的。对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副院长、原武汉客厅方舱常务
副院长、中南医院援沪医疗队
领队李志强教授表示，除了看
新增感染者数字外，另一个关
注的重要指标就是新增病例是
在哪里发现的，现在大部分新
增感染者都是在管控人群中发
现，说明不会在社会面造成太
大的传播风险。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严防中高风险地区
人员通过铁路进京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连日来，
铁路部门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从严从
紧、有力有序做好铁路疫情防控工
作，坚决防止疫情通过铁路传播。

铁路部门调整运输组织和加强
站车防控双管齐下，坚决防止疫情通
过铁路传播。配合各地政府减少人
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
集的防控政策，在保证全国铁路网畅
通、重点地区通达的前提下，最大限
度停开或减开涉疫地区始发列车，停
售或限售通过列车车票，限制风险人
员购票，出台免费退票措施，将铁路
客票预售期从15天调整为5天，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通过铁路外溢风险。

按照首都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
调机制要求，严格管控和防止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通过铁路进京。目前，全
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3000列左
右，不到正常水平的30%。从严落实
测温验码、分散候车、通风消毒、预留
隔离席位等各项站车防控措施，严控
列车载客率，尽可能采用无接触式服
务，努力营造平安健康的出行环境。

（北京日报）

4月12日，在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被列为防范区的一个小区内，居民在遛狗。 新华社记者 王淑娟 摄

3月以来本土感染者超32万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首下降
专家：是否出现拐点还需继续观察

据新华社电（记者袁全）记
者12日从上海市有关部门获
悉，目前，上海市对防范区强化
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
集规模。要求防范区内人员减
少流动、非必要不外出，活动范
围以所在小区为主；确需外出
的，原则上在防范区所属街镇
内适当活动，不得流动到封控
区和管控区。

4月11日起，上海全市按
照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实施
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截至4
月12日上午，上海各区划定第
一批“三区”名单，其中封控区
11135个，涉及人口数1501万
人；管控区2682个，涉及人口
178万人；防范区10323个，涉
及人口480万人。后续各区还
将陆续公布下一批“三区”划分
具体名单。

据悉，防范区虽然所涉小
区数量多，但人口相对较少。
90%的小区分布在郊区，中心
城区仅占10%左右；所涉及的
480万人中，430万人分布在
郊区，中心城区共50万人。

对防范区内人员，一周需
开展2次抗原检测；对在岗执
勤的警察、快递员、城市服务保
障人员等人员，进行抗原加核
酸检测。

如防范区内出现阳性感
染者，则调整为封控区。对毗
邻地区有较多封控区、可能产
生聚集性风险的防范区，各区
可根据情况，强化措施提级管
理。

截至4月12日9时，这次
疫情上海全市已累计排查到在
沪密切接触者252214人，均
已落实管控。

两部门印发新版
校园疫情防控方案

据新华社电（记者顾天成）记者
12日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
部联合发布公告，通知印发高等学
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进一步指
导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修订后
的技术方案，调整情况主要有以下六
个方面：

一是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
要求，根据不同学校环境和师生来源
特点，针对性落实校园出入管理、师
生员工管理、重点场所和区域管理、
环境卫生整治、校内个人防护等措
施，着力防范疫情输入校园。

二是增加校园常态化疫情监测预
警，及时监测疫情形势变化，严格实施
人员健康监测、体温检测、晨午检和因
病缺课缺勤追踪登记等措施，定期组
织师生员工开展核酸检测抽检。如所
在县（市、区、旗）发生疫情，要根据疫
情扩散风险加密核酸检测频次，提高
核酸检测抽检比例，鼓励增加抗原检
测，加强学校疫情早发现力度。

三是细化完善疫情应急处置要求，
如校园出现疫情后，要立即完成常态化
和应急机制转换，做好传染源控制和管
理、风险区域与风险人员划定管控，有
序落实封闭管理、人员转运、核酸检测、
健康监测、环境消毒和垃圾处理等，确
保最短时间遏制疫情传播蔓延。

四是对适龄人群疫苗接种工作
提出要求，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
则，鼓励3岁以上适龄无接种禁忌人
群应接尽接，推进符合条件的 18 岁
以上目标人群加强免疫接种。

五是强调做好师生员工人文关
怀和服务保障，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宣
传引导和心理疏导，及时回应师生员
工合理诉求和关切。

六是强调校园疫情防控的督导
检查和风险排查，相关部门安排专人
定期检查评估，确保学校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

上海强化防范区管控
要求非必要不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