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的微风像孩子的手，轻柔地拂过脸

颊。扛过了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发地疫情，圆

满处置了岁末年初顺义区、大兴区的散发疫

情，北京在坚持必要防控措施的同时，全面铺

开新冠疫苗接种，一道愈发坚固的免疫长城在

首都北京拔地而起。

疫情惊心动魄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千里之外的

北京随即启动“抗疫模式”——1月 23日起，北

京市取消包括庙会在内的大型活动。为阻断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输入，北京指定定点医院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全市 333 个街道乡镇和

7000余个社区（村）都行动起来，各地返京人员

接受各街道、小区的严格检测，一张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的防控网越织越密。

2020 年 4 月 8 日，武汉解封重启！但狡猾

的新冠病毒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再出现。

2020 年 6 月 11 日，西城区疾控中心报告 1

例核酸检测阳性病例。此前，北京56天无新增

本土病例。

遏制疫情是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北京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向全社会通报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的详细情况；疾控部门从严从快开

展病例流调溯源；进一步落实“四方责任”，确

保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放松……

流调溯源是阻断传播的关键。首个确诊

病例唐大爷冷静、清晰地回忆出了前两周接触

的38人名单，为北京防控疫情立了大功。

6月12日，北京对新发地市场等农贸批发市

场、大型超市等开展排查。6月13日凌晨，新发

地市场暂时休市，市场周边11个小区实施封闭

管理……从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到锁定感染源

头，北京仅用了24小时。

此后一个月，北京的高风险地区先增后

减。7月 12日，全市高风险地区“清零”！9月 6

日，北京新发地市场全面复市！

但疫情“大考”远未终结。2020年 12月 23

日，顺义区报告 1 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今年 1 月，大兴区再现确诊病例。2021 年 2 月

10 日，随着大兴区的 5 个社区解除封闭，北京

走出了疫情的阴霾。

措施及时有效

疫情面前，更果断才能更主动，更严格才

能更安全。新发地一个多月的抗疫时间轴上，

记录着一场人民战争的不凡历程——

6 月 13 日，北京宣布进入非常时期；6 月

16 日，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

级 ；6 月 21 日 ，多地驰援北京 ，25 种蔬菜价

格开始回落；6 月 26 日，北京日核酸检测能

力达 30 万份以上；7 月 5 日，北京宣布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趋稳向好；7 月 7 日，49225 名

北京考生迎来了新高考改革落地后的首次

高考……

经历过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的战斗，北京

摸索出一系列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当疫

情袭来，北京迅速成立工作专班，开展全面

流调、溯源、检测、排查；在必要关键部位严

格实施封闭式管理，对接触人员全部落实医

学观察措施；进一步严格常态化防控措施，

做好检验检疫，保障市场供应；要求全市每

一 个 单 位 举 一 反 三 ，主 动 找 问 题 、查 风

险 ……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缩短了北京受

疫情影响的时间。

疫情面前，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也是战

胜疫情的重要环节。一年多来，北京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成为人们了解疫情最

新动态的权威渠道。从去年 1 月到今年 3 月，

这按日召开、紧急时甚至一天两场的发布会，

一开就是226场。

在 2021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 226 场疫情

防控发布会上，北京宣布：自 2021 年 3 月 16 日

零时起，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返京不再需要

持抵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也是从这一天起，为方便市民生产生活，

北京一系列防控措施实现优化。跨城出租车、

网约车、顺风车业务恢复，生活服务业企业正

常运营，发热门诊不再进行核酸抗体检测，社

区（村）卡口应开尽开，不再检测体温……北京

人的生活逐步回到正轨。

历程浓墨重彩

回忆一年多的抗疫历程，总有一些身影不

能忘怀。他们中，有守护社区的广大基层干

部，有不论酷暑严寒都包裹在厚厚防护服中的

疾控、医务工作者，还有化身社区守望者的老

党员、老同志、老街坊，更有不求回报、为他人

无私提供服务的志愿者……

数据显示，仅新发地疫情期间，北京就广

泛动员40余万人参与核酸检测服务保障工作，

单日最高采样量高达 121.2万人。在疫情防控

最严峻时，5.8万余名市、区两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社工、志愿者队伍不断

壮大，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后盾。

控制和预防传染病流行，最有效的方法就

是疫苗接种。北京聚焦灭活疫苗研发，立项支

持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和科兴中维等加快突破，

跑出了疫苗研发的“北京速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明确提出全市新

冠疫苗接种分两步走：2021 年春节前完成 9 类

重点人群紧急接种，2021年春节后组织开展其

他人群接种工作。

2021年春节之后，北京多区启动新冠疫苗

大范围接种。

大学和高科技企业云集的海淀区，把临时

接种点设进了学校、企业；丰台区把疫苗接种

车开进了村庄；昌平区为新冠疫苗接种开设了

夜场；全员完成接种的商家贴上“安全店铺”的

标签……这些便民和激励措施，不断在全市各

区县中复制、推广。

截至 4 月 27 日 16 时，北京市累计接种新

冠疫苗人数突破 1400 万人。其中海淀区、朝

阳区累计接种超过 200 万人，顺义区、大兴区、

丰台区、昌平区累计接种超过 100 万人。全市

累计接种剂次达到 2357.1 万剂，其中 1401 万

人完成“第 1 剂”接种，956 万人完成 2 剂次接

种。18 岁及以上人群“第 1 剂”疫苗接种率达

71.95%。60 岁及以上人群接种 163.33 万人，

其中 90 岁及以上 2280 人，最大年龄接种者超

过 100岁。

抗疫艰辛，但光明就在前方。稳扎稳打，

终将取得最后胜利。这段不平凡的抗疫历程，

必将在北京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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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筑起抗击疫情的人民防线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图① 2020 年 4 月 29 日，工作人

员 在 天 坛 公 园 对 垃 圾 桶 进 行 消 杀

作业。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图② 2021 年 1 月 26 日，在北京

市大兴区，医护人员王亚鑫（右）为参

加核酸检测的人员采样。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图③ 2020 年 6 月 18 日 ，北 京

站 工 作 人 员 在 候 车 厅 里 进 行 消 杀

工作。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打疫苗了吗？”最近，

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

下，北京市的新冠疫苗接

种 工 作 又 掀 起 一 个 小

高潮。

按 照 医 学 专 家 的 说

法，当一个地区接种疫苗

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八成

左右，就能在人群中形成

一道免疫屏障。目前，北

京新冠疫苗的接种人数已

突破 1400 万人。但对这

座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万

人的特大城市而言，免疫

屏障仍在逐步建立的过程

中。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

是人，是每一位市民的自

觉、自愿。

疫情发生时，北京最

严格的防控标准带给市民

满满的安全感。在这场特

殊的战斗中，个人与集体、

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休

戚与共。每个社区、每个

家庭、每个个人，心贴心、

手挽手，筑起了一道牢不

可破的人民防线。

但这种种严防死守、

拒病毒于国门之外的措

施，多是被动防御。当疫

情出现，人与人不得不保

持安全距离，人们日盼夜

想的是疫苗早日问世；当

疫情过去，大家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疫

苗供应充足，是否接种反倒让不少人心生纠结。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远看，控制和

预防传染病流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

苗。在境外疫情仍未止歇的今天，抗疫已经成

为一场持久战。作为“国门”和超大城市的北

京，时刻都承担着外防输入的压力。

为了守住如常的生活，不妨把接种疫苗作

为一种社会义务，拿出对自己、对家人、对别人

负责的态度，“应接尽接”“应快尽快”。大多数

人并没有经历抗疫一线的惊心动魄，平凡如你

我，至少能用接种疫苗的举手之劳，为构筑免疫

屏障添块砖、加片瓦。

当红色条幅挂上街头巷尾，社区单位的

问询电话打到了每个人手机上，各式各样的

便民接种点设到了家门口，高龄的老人都在

积极接种疫苗时，我们这些局中人，又在等什

么呢？

庚子岁末，突如其来的输入疫情，让北

京市顺义区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从 2020

年 12 月 23 日报告首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到走出疫情困扰，顺义只用了一个多月。

顺义防控疫情有哪些经验？顺义仁和镇很

有代表性。

“疫情防控，决不能等。”仁和镇党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镇长周靖慧说。

“从 2020 年 1 月开始，我们一直在跟疫情

赛跑。”作为分管卫生的副镇长，刘学慧从去

年年初落地查人、核酸检测、封闭管理，到最

近的疫苗接种，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而仁和镇防控的重点，是有顺义第一大村之

称的河南村。

这个因位于潮白河南岸而得名的村子，

是顺义区二环内唯一的城中村，交通便利，村

域面积 2.8 万亩，户籍人口 7000 多人，常住人

口最多时近 6 万人，全村大大小小出入口有

38个。

“外来人口多，流动性较大。”河南村党总

支书记王保文说。

12月23日，顺义出现首例无症状感染者，

仁和镇连夜在辖区内布置了 12 个核酸检测

点。“河南村是我们最大的检测点，设了 12 个

通道，12月 26日启动核酸检测。”12月 28日凌

晨，接到疾控部门反馈，河南村出现一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刘学慧回忆，“当天凌晨镇里

就开了临时党委会，下决心封村”。

在疾控专家的指导下，河南村采取重点

封控+封闭式管理的“1+1”村庄防疫模式。

在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周边四分之一的村域

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对 9 栋住宅楼、45

家商户，近 900 户居民实行重点封闭管理。

在这段特殊的日子，全村只保留 1个出入

口，人员只进不出。居住在重点封闭区的人

足不出户，由工作人员每日上下午挨门逐户

送物资、收垃圾，生活垃圾按涉疫级别处理；

普通封控区住户足不出村。快递、物资等经

由村南大门的窗口送入，经过消杀后进村。

村民看病就医买药的需求，全部集中到村委

会办理。

12月的最后两天，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

河南村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开始了。王保文清

楚地记得晚上刺骨的寒风。进行采样的医务

人员和志愿者在室外一直工作到半夜。

在这场疫情防控中，12 家镇办企业也发

挥各自所长，提供了大量志愿服务。中北华

宇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孟金生告诉记者，

作为应急抢险队，他们投入的日常保障性

志愿者就有 200多人，配合医生扫码服务、

社区服务，进行围挡、通道维护。

正是因为有了党委、政府的重视，有了

能快就快、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有了来自

各界的鼎力相助，1 月 20 日，河南村顺利

解封。

如今，仁和镇又把工作重点放在疫苗接

种上。仁和镇用 3 天就完成了临时接种点的

改造，2月 4日通过区级验收，形成“15分钟疫

苗接种服务圈”。

“这次疫情让年轻干部的工作能力得到了

提升。”刘学慧说，作为顺义区内首个开始运

行的接种点，仁和镇接种点的硬件好、标准

高。为合理疏导接种人流，仁和镇设置

调度室，每天 10辆大巴车轮流接送各

社区和村的居民接种，分区留观。

周靖慧说：“村和社区安全

了，整个集体就安全了。”当下疫

苗接种正是通过每个人努力，

扫净自家门前雪，为构筑全

市免疫屏障尽一份力。

“疫情防控，决不能等”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六版编辑 董庆森 林 蔚 七版编辑 张 虎 刘 蓉 视觉统筹 高 妍 倪梦婷

②②

③③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