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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人群疫苗接种应接尽接、鼓励增
加抗原检测、加密校园核酸检测频次、提高
核酸检测抽检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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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教育部根据新冠肺
炎防控方案和当前疫情形势需要，对此前
相关技术方案进行修订调整，形成了《高等
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
版）》《中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第五版）》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通知明确，要压实校园防控主体责任，
有序落实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置措施。修
订后的三版技术方案，在进一步强化常态
化疫情防控管理要求基础上，增加了校园
常态化监测预警，细化完善了出现疫情后
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卫生保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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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尊 友 介 绍 ，一 般 情 况
下，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
近距离飞沫造成传播，也可以
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
面，手没有进行消毒处理或者
清 洗 的 情 况 下 又 接 触 到 口 、
鼻、眼等黏膜部位，就容易造
成感染。

吴尊友提示，日常应对快
件包裹进行消毒处理以后再
打开。平时一定要注意手的
卫生、手的清洁，坚持手卫生
就能够减少因接触污染的物
体表面而感染新冠病毒的风
险。

如果一个人感染过德尔
塔毒株或奥密克戎毒株，还需
要注意个人防护吗？

“在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的情况下，遇到了一个感染者
还是有可能再次被感染。”吴
尊友说，新冠病毒的变异一直
在持续发生，无论怎么变，我
们都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减少
个人感染风险——主要是落
实好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
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等，以
及要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宋晨 田晓航）

目前，各地仍在积极稳妥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雷正龙介绍，
截至4月11日，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
冠疫苗超 33亿剂次。60岁以上老
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超 2.2亿人，完
成全程接种超 2.1亿人，完成加强
免疫接种超1.5亿人。

“接种疫苗是疫情防控的重
要措施，特别是老年人接种疫苗
获益明显。”雷正龙说，为进一步
推动做好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近日全国老龄办专门印发
相关文件，要求各地充分认识老
年人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继续周密做好组织实施，努

力推进尚未完成全程接种的老
年人尽早完成接种，符合加强免
疫接种条件的老年人及时完成
加强免疫。

“奥密克戎变异株对于老年
人尤其是没有接种疫苗和有慢
性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危害还
是非常大的。”中国疾控中心免疫
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导致新
冠肺炎重症和死亡的三个危险因
素当中，高龄、慢性基础性疾病这
两个因素无法改变，但可以通过
提高疫苗接种率降低老年人重症
和死亡风险，建议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尽快全程接种疫苗。

（田晓航 宋晨 邹多为）

疫情形势如何？物资供应咋保障？
权威回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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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如何看待当前全国疫情形势？疫情重点地区生活物资保障供应情况如何？围
绕这些公众重点关切，12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作出集中回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
龙介绍，3月 1日至 4月 11日，31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本土感
染者超 32万例，波及 30个省（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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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正龙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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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传播尚未得到有效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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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
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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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和核酸检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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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锋说，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坚定信心，更加坚
决果断，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一个
环节。

全国货运物流是否通
畅，上海、吉林等疫情重点
地区生活物资能否有保障，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全力保障货运物流特
别是医疗防控物资、生活必
需品、政府储备物资、邮政快
递等民生物资和农业、能源、
原材料等重要生产物资的运
输畅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
司长李党会表示，针对上海
市生活物资保供，已组织 11
省份开展联保联供，截至 4
月 11 日已累计向上海供应
1.8 万吨蔬菜等生活物资，
还无偿支援了面包等食品
5400多吨；同时，也已组织 5
个省份联保联供调运物资
支援吉林省。

“最后一百米”配送不到
的问题如何破解？李党会介
绍，商务部在总结经验基础
上复制推广辽宁等地抗疫保
供新经验、新做法，比如“四
个一”末端配送模式，即安排
一人负责一栋楼，一栋楼建
立一个微信群，每天问一次
居民的需求，每天协助接收
一次商品，在满足市民基本
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提高生
活必需品入户效率。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
运行调节局副局长许正斌
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
续发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生活物资保障组作用，会
同各成员单位加强生活物
资监测预警和产销衔接，协
调督促有关地方畅通“最后
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物资
配送，做好疫情地区生活物
资供应保障工作。

防控处于关键紧要时期
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多省份联保联供调运物资
支援上海、吉林

加快推进
老年人疫苗接种

面对奥密克戎莫大意！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奥密克戎是不是“大号流感”？飞絮会不会导致新冠病毒传播？如何做好个人
防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解答。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赴吉林医疗
救治组专家分析认为，奥密克戎对高龄
患者、合并严重基础病患者等特殊人群
具有严重威胁，绝不是“大号流感”。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表示，奥密克戎第一是传
染性强，第二是传播速度快，第三是
传播过程非常隐匿。

“奥密克戎毒力下降是相对既
往毒株而言，目前看危害性仍然高
于流感，尤其未接种疫苗或没有全
程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北大第一医
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说。

王贵强介绍，目前，我国流行的奥
密克戎整体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
例比例较高。一是因为奥密克戎本身
毒力相对有所下降，上呼吸道感染为
主，下呼吸道感染比较少，肺炎发生率
比较低。二是疫苗接种人群重症比例
明显是低的。三是因为主动核酸筛
查，很多病人是在潜伏期发现的，所以
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相对是高的。

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
年认为，我们要统一认识，摒弃“大
号流感论”。

各地即将进入飞絮期，杨
柳絮会不会有传播病毒的风
险？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
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新冠病
毒一般不会以游离病毒方式
直接从一个感染者传染给健
康人，新冠病毒通常以飞沫作
为载体，吸附在微小的飞沫颗

粒表面，患者通过咳嗽、打喷
嚏将飞沫排出，病毒吸附在颗
粒上随着飞沫排出。飞沫一
般比较小，传播的距离应该在
1至 2米。

吴尊友表示，过去两年多
的研究没有发现飞絮可以吸附
病毒，另外一方面，目前为止没
有关于飞絮造成感染的报道。

奥密克戎
不是“大号流感”

飞絮会不会导致病毒传播？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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