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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2月28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差
异化防控策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进
一步指导各地准确分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部署
安排。

湖北省和武汉市要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继续
实施“严格管控、外防输出、内防扩散”策略，紧紧
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继续实
行严格的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
扩散输出。加强力量薄弱地区防控，坚决做到应
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切实提高收治率和
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北京市要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充分发挥严格进京管理

协调机制作用，加强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尽最大
可能切断传染源。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协同
防控，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期间严格进京管理若干
措施，引导外地人员逐步有序返京。完善联防联
控体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坚决切断输入
型传染源，全力遏制疫情扩散，确保首都安全
稳定。

湖北省周边省份及浙江省、广东省、黑龙江省
等重点省份要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和局部暴
发、分类指导”策略，坚决遏制疫情上升势头，阻断
疫情蔓延。湖北省周边省份要主动与湖北省建立
省际联防联控机制，既要防止湖北省疫情向周边
省份蔓延，也要做好对湖北省物资、人员援助及交
通保障。

全国其他地区要以县域为单位，实施“预防为
主、外防输入、内防局部扩散”策略，继续落实“四

早”措施，精准检测、追踪到人、随访到户，确保重
点对象登记在册，异常情况及时处置，防止疫情反
弹。疫情风险较低的地方要在有防护保障情况下
尽快复工复产，恢复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努力促进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其他地方要结合疫情防控分
区分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通知》强调，各地区要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和要求，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
策，进一步细化实化防控措施，加强重点人群、重
点场所、重点单位管控，落实各项防控技术方案。
要充分发挥基层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关键防
线作用，加强对社区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基
层防控人员和物资保障，夯实社区排查和防控基
础，推动科学精准的防控手段向城乡社区继续下
沉，健康防护知识向公众广泛普及，不断提高疫情
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针对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

进一步指导各地落实
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

新华社武汉2月29日电 （记者胡浩 赵文
君）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
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29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
中央指导组来到军事医学前方专家组驻地和华中
科技大学，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情况，强调要以
一线疫情防控救治为导向，坚持科研攻关与临床救
治、防控实践紧密结合，不断提高防控救治能力。

有关专家介绍了有效药物筛选和临床试验、
抗病毒疫苗研发、智能体温检测、辅助医学影像、
免疫应答等科研攻关情况。孙春兰对科研人员夜
以继日开展科研攻关表示感谢，并详细询问了研
发进展和存在的困难。她指出，疫情发生以来，我
国科研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分离出
新型冠状病毒并找到病原体，研制出核酸检测试
剂盒，筛选出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诊疗方法，为

快速诊断、科学防治赢得了宝贵时间。
孙春兰强调，要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急防控所急，为科研攻
关开通绿色通道，重点在病毒溯源、传播机理、医
疗救治、药物筛选、疫苗研发等方面加大攻关力
度，加快筛选研发具有较好临床疗效的药物，发挥
中医药特色优势，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并加强救治
指导，依靠科学武器战胜疫情。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

以科研攻关推动一线防控救治

本报北京2月29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2月
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召开，介绍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与患者康复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表示，目前全国累计治愈病例数与累计死亡病例
数的比值进一步扩大到 13.8∶1，治愈率持续上
升。下一步，要继续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
者救治两个关键，按照分区分级差异化的防控策
略，进一步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措
施，重视轻症患者治疗，加强重症患者救治，切实
巩固好防控成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介
绍，“新冠病毒感染是新发传染病，其发病机制、病
理特点、组织学损伤等问题尚不明确，病理解剖工
作至关重要。目前的好消息是，有11例病理解剖
去世的患者，初步结果可观察到痰堵、肺部病变、
血栓形成等，对临床有一定指导价值”。病理解剖
将探究致死原因到底是新冠病毒感染、其他基础

病，还是炎症因子风暴等。这些数据很快就会出
报告，供临床治疗决策做重要参考。

“根据发病机制研究、病理解剖结果、死亡病
例研判等，我们发现血栓形成、突发心梗以及严重
合并感染等可能是病人病情进展的非常重要因
素。”王贵强介绍，已经针对性出台一系列相应办
法，比如低分子酐素避免或降低血栓的形成，抗真
菌药物及时使用，针对痰堵、肺部病变等做雾化吸
入、稀释痰液、吸痰等。这些办法可能有效降低病
死率、提高治愈率。

中日友好医院康复科主任谢欲晓对呼吸康复
治疗进行了介绍。呼吸康复治疗主要包括心肺功
能训练、有氧功能训练、力量训练及日常功能训练
等。呼吸康复可能减轻肺炎有关症状、提高心肺
活动耐力和改善身心健康状态，有利于患者逐步
地恢复、参与社会活动。研究表明在疾病急性期
的病情稳定阶段，康复介入越早愈后越好。目前
各地已在原有呼吸康复工作基础上，开展了对新

冠肺炎治愈后患者的呼吸康复的探索。重症和危
重症出院患者仍建议到指定康复医疗机构接受呼
吸康复治疗。轻症和普通型患者可在各地指定社
区或者家庭循序渐进开展。

在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法上，王贵强介绍，一方
面，积极氧疗能保证有效的氧供，同时预防并发
症，保护重要脏器；另一方面强调及早干预。通过
长时间的临床探索，目前发现了很多指标可以作
为早期的预测预警指标或进行及时干预的指标，
包括持续高热、淋巴细胞逐渐减少、乳酸水平或白
细胞介素-6、C反应蛋白等炎症指标快速增长，以
及影像学指标等病情快速变化指标。通过一系列
早期指标，可以更及时地处理问题，避免病情持续
恶化。

此外，一些新技术、新疗法也通过更新的诊疗
方案充实到了治疗中，包括恢复期血浆治疗、血液
净化治疗、干细胞、抗病毒等，能进一步降低病死
率，在临床中发挥一定作用。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 高伟东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月 28日称，已将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传播和影响风险评估水平提高到

“非常高”，同时强调，遏制疫情全球传播的关键
是要通过国际合作打破病毒传播链。对此，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应团结一致，共
抗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新冠肺炎疫
情例行新闻通报会上表示，在过去几天中，病例数
和受影响国家持续增加令人关切。如果采取强有
力行动及早发现病例，隔离和照顾病人并追踪接
触者，仍有机会控制病毒。目前，全球在疫苗和治

疗方面的工作已取得进展，全球有20多种疫苗正
在研发中，有几种疗法正在临床试验中，预计几周
后会有初步结果。谭德赛表示，现在最大的敌人
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恐惧、谣言和羞辱；最大的财
富是事实、理性和团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月28日在联合国总
部向媒体发表谈话时，针对世界卫生组织提高新
型冠状病毒全球风险评估水平表示，“现在是所有
国家政府加紧努力并尽一切可能遏制疫情的时候
了，并且应当是在尊重人权和没有侮辱的情况下
做到这一点”。

古特雷斯说：“我们知道可以遏制疫情，但机

会之窗正在缩小。因此，我呼吁所有国家都承担
起责任，展示团结和全面的全球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健康状况计划负责人瑞安
博士2月2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承认新冠病
毒大流行，基本上是在承认地球上每个人都将有
机会接触病毒。但目前数据还不支持这一点，中
国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采取行动，这不一定
会成为自然结果。”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缔约国实施
明显干扰国际交通的额外卫生措施。这些额外卫
生措施的公共卫生理由主要与当事国的脆弱性如
缺乏诊断和应对能力、小岛屿国家特殊国情，以及
病毒传播和疾病严重程度的不确定性有关。世卫
组织2月28日在每日报告（第39期）中称，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2005）》相关规定，实施明显干扰
国际交通额外卫生措施的缔约国，应在实施后48
小时内将这些措施的公共卫生理由通知世卫组
织。世卫组织将审查这些理由，并可能要求有关
国家重新考虑其措施。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
次大考。赢得这次大考，要求我们既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更放眼长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
举措，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
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
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
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须抓住制
度建设这个根本，强化制度保障。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公共卫
生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完善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要改革完善
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完善突发重
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
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
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
病医药费豁免制度，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要
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
域布局，健全国家储备体系，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
系。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公共卫生
法治保障。

要清醒看到，这次疫情警醒我们必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野
味产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必须坚决取缔和严厉打
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
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必须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
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

“徒法不足以自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制度意
识转化为治理水平，才能充分释放制度威力。提高应对突发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时刻保持如履薄
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
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
和建议；必须提高制度执行力，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制度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
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必须提高工作本领，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学习掌握自己分
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领导，增强狠抓落实本领，积极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
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华民族是一个
善于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在经历了这场磨难之后，我们必将变
得更加坚强、更加不可战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满怀信心，继续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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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2月29日电 记者常理 董
庆森报道：29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
武汉市生活物资保障情况。武汉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徐洪兰表示，目前，武汉市生活必需物
资、粮油盐的储备均在1个月以上。其中，粮
食可以保障供应32天、油104天、盐85天。
猪肉储备在15天以上，方便面速冻食品24
天、禽肉28天、鸡蛋10天、蔬菜一周左右。

武汉市居民团购配送时间比较长，如何
改进？武汉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姚彬介绍，武
汉市将下沉到社区的机关干部、网格员、2万
多名志愿者力量进行整合，以解决配送的最

后100米问题。同时，从公交集团征用了
800多辆公交汽车，还有邮政车辆、社会车
辆，以解决从商超到小区的运输问题。此外，
优化了社区团购和配送流程。社区团购从下
单、配货、运送到最后送达，环环相扣，提高配
送效率，尽可能满足居民需求。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阳介
绍，截至 2月 28日，湖北省累计治愈出院
28895例，当日新增出院病例2492例，其中
武汉 1726 例，占全省新增出院数比例达
69%。他表示，湖北省仍要采取最严厉防控
措施，推进筛查甄别、小区和村封闭管理、公
共区域管控的全覆盖。

武汉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生活物资保障情况：

粮油盐储备均超1个月

本报北京2月29日讯 记者李佳霖报
道：29日下午4时，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副
秘书长陈蓓发布严禁擅自出京接高风险人员
进京的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明确表示任何单
位、任何人不得擅自前往湖北接人进京。

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启
动以来，高风险进京人员从每日近千人减少
到几十人。但从当前情况看，每日仍有少量
人员从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进京。特别是近
日，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人员黄某某，经在
京亲属赴武汉接进北京后，被确诊新冠肺炎，

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为进一步做好外防输入防控工作，尽最

大努力切断传染源，根据首都疫情防控需要，
按照四方责任的要求，明确任何单位、任何人
不得擅自前往湖北接人进京，不得擅自前往
其他地方接离鄂人员进京，不得擅自接全国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发热症状患者、密切接
触者等4类人员进京。

陈蓓表示，对不遵守疫情相关规定擅自
接人进京的，纪检监察部门要依纪依规处理，
并予以通报。构成违法犯罪的司法机关要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北京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要求做好“外防输入”：

严禁擅自接回高风险人员

本报安徽铜陵2月29日电 记者白海
星、通讯员刘洋 过仕宁报道：29日上午，31
岁的蒋姓患者轻快地走出了铜陵市人民医院
隔离病区，成为铜陵市第29位也是最后一位
新冠肺炎痊愈出院患者。至此，铜陵市29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成为安徽
第一个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的地级市。

“将近40天的奋战，我们取得了在院
患者全部清零的成绩很不容易。”铜陵市人
民医院院长戴晏介绍，铜陵市人民医院作
为定点救治医院组织精干力量，抓好管理，
做好保障，全院上下齐心协力实现了全部
治愈目标。蒋姓患者说，“医生护士时时关

注我的个人状态，我焦虑的时候会给我疏
导鼓励帮我树立信心，感谢他们。”他表示，
如果有需要，愿意捐献自己的血浆帮助其
他患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铜陵市立即成
立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组以及“江淮名
医”“省名中医”、市级学科带头人等在内的市
级救治专家组，将所有病例集中在铜陵市人
民医院救治，通过早诊、早治、早干预的方法，
提前阻断了疾病发展，未出现一例危重患
者。在临床治疗中，铜陵市结合中医和西医
的特点综合治疗，突出中药汤剂临床应用，提
升治疗效果。

29例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

安徽铜陵实现患者“清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治疗与康复情况：

治愈率持续上升 新疗法得到应用

机会窗口正在缩小，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全球团结一致共抗疫情

2 月 29 日，江苏南通兴东
国际机场国际全货机航班恢复
运 输 。 由 四 川 航 空 执 飞 的
A330 全货机装载着由南通及
周边地区企业生产的服装、箱
包、玩具、女鞋等56.77 吨货物
飞往日本大阪，后期还将陆续
恢复重点航班。近日，各地企
业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稳步复工复产，为保障经济提
供了有力支撑。

许丛军摄（中经视觉）

江苏南通：

国际全货机航班

恢复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