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一：二十条优化措施已公布10多天，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又印发了核酸检测实施办
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各
地落实情况怎么样？当前部分地区疫情扩散速度
加快，有关部门如何推进疫情处置？

答：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三个坚定不移”是党
中央科学研判国内外疫情形势对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的明确要
求。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坚决克服麻
痹松懈心理、等待观望心态，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
不动摇、不走样，立足于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通过视频会商、调度和培训等
多种方式，部署调度各地尽快推进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实落地。各地
迅速召开调度会、培训会，对本地区优化防控措施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成立工作专班，印发相关配套文
件、落实细则或指南，将优化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常态化督导，全方位多
角度宣传阐释解读二十条优化措施，制定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根据
不同培训对象组织开展系列培训和分层培训，进一步推进高效处置

疫情。
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层层加码问题整治力度，重点对随意封校

停课、停工停产、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静默”管理、随意封控、
长时间不解封、随意停诊等问题开展整治，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
时解决群众投诉的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实到位、落
地见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在派出15个疫情防控工作组的基
础上，强化视频会商指导和点对点调度，持续加强对重点省份疫情处
置指导，要求以快制快，坚决控制住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问题二：当前全国疫情形势仍严峻复杂，一些
地方新冠感染者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如何更加精
准高效地管控疫情？

答：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重点要做到3个“四”：
一是落实好“四早”，做好常态化监测预警，提升疫情监测的敏感

度，同时加强对风险岗位从业人员、重点机构和重点人群的监测，切实
做到风险人员的早发现和早管控。

二是压实“四方责任”，全面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
任，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落实落细各项常态化疫情防
控措施；一旦发生疫情，要立即启动应急指挥体系，动员所有的防控力
量，以快制快，同心抗疫，构筑全社会共同防控的战线。

三是做到“四个统筹”，要对核酸检测力量、流调力量、隔离资源
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管理进行有效的统筹调配，合理利用防控资源，形
成防控合力。

问题三：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求加强医疗资源
建设，当前各地医疗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情况如何？

答：我国是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老龄人口多、有
基础性疾病的人也多，医疗资源总体上相对不足，地区之间、城
乡之间差异比较大，仍需要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特别是
补齐重症医疗服务的短板。

为尽最大努力保障好新冠感染者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同时保
障好人民群众日常的医疗服务，按照要求，对新冠感染者实施分类救
治。对于普通型、重症和有重症风险的感染者，要及时收入定点医院
进行救治。还有一大部分是轻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收治在方舱医
院。设置方舱医院，就是为了尽最大可能不影响日常医疗服务，保障
其他医疗机构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刚性需求。

发生疫情的地区，医疗机构要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不能够以
疫情防控为由对发生疫情风险的医疗机构“一关了之”“一封了之”。
对确需有风险要封控的医疗机构以及相关科室，要强化应急处置机
制，及时开展环境消杀、风险排查等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排除感染风
险，做到快封快解。 据新华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通过统筹预防与医疗，统筹医疗救
治力量，坚持中西医并重，我国新冠肺炎重症率和病亡率保持在较
低水平。”郭燕红说，目前全国有 100多例重症，这表明老年人和有
基础性疾病的人的健康受到较大威胁，增加医疗救治资源、提升医
疗服务能力必要且迫切。

加强重症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既是防控疫情、加强医疗救治的
需要，同时也是“平急结合”、促进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郭燕红表示，发热门诊的功能之一就是甄别出发热患者或者有
疑似症状的患者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因此，发热门诊应设尽设、
应开尽开非常重要。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如果是阳性感染者，要
迅速转到定点医院或者方舱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不能够以疫情防控为由对发生疫情风险的
医疗机构“一关了之”“一封了之”，特别是像医疗机构的急诊、透析
室、手术室、分娩室、重症监护室等，这些重要的救治科室要做到“非
必要不封控”，保障患者救治。最大可能减少因为疫情防控对医疗
机构日常医疗服务的影响，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据新华社

问：如何方便跨区域流动人员出行？
答：按照“自愿、免费、即采即走、不限制流动”原则，在机场、火车

站、长途客运站、高速公路省界服务区、港口等地设置核酸采样点，面
向跨省流动人员提供“落地检”服务，引导自驾游人员每到一地主动进
行核酸检测。

旅客需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
省长途客运汽车、跨省客运船舶等交通工具。离开陆地边境口岸城
市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问：入住宾馆和进入景区有哪些要求？
答：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落实“限量、预约、错峰”

要求，落实扫码、测温、查验核酸等疫情防控措施。对入住宾馆酒店和
进入旅游景区人员，需查验健康码和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3
岁以下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可免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问：优化跨省旅游管理政策有哪些内容？
答：一是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二是

跨省游客需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跨省交通工具，并对
跨省流动人员开展“落地检”，旅行社要积极引导游客主动进行核酸检
测，推动防控关口前移。三是明确继续暂停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暂不恢复陆地边境口岸城
市团队旅游业务。

问：“落地检”措施是否与核酸检测结果全
国互认的要求相悖？

答：不相悖。开展“落地检”，是为了进一步推动防控关口前移，
严防跨区域疫情的传播扩散。通过“落地检”，可有效防范流动人员在
旅途辗转中可能被感染等诸多不确定风险，对于现阶段疫情防控非
常必要。

问：如何防范跨地区疫情扩散？
答：当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要切实承担起防范疫情

扩散的首要责任，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及时精准划
定风险区域，尽快排查管控风险人员和风险点位。对非隔离、非管控
人员在离开出发地前，要严格落实查验健康码和核酸检测信息措施，
防止非法运营车辆跨省载客运营等行为。同时，加强与目的地的信
息沟通与协作配合，及时推送溢出的风险人员信息。

当前没有疫情但溢入风险较高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疫情跨地
区传播防控工作方案，关口前移，面向流入人员提供“落地检”服务。
从疫情所在县区返回人员要主动向当地报备，社区要主动开展摸排
登记，严格落实3天两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以上）措施。各地可基
于疫情输入风险研判结果，对流入的高风险人员按要求采取相应的
管控措施。 （白剑峰整理）

据《人民日报》

不动摇、不走样，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当前疫情防控热点
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疫情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
连日来，我国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印发了核酸检测实施办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各地落实情况怎

么样？如何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医疗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情况如何？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跨省流动人员“落地检”防范跨区域疫情扩散
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提出：“落实‘四早’要求，减少疫情规模和处置时间。各地要进一步健全疫情多渠道监测预警和多点触发机制，

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落地检’，发现感染者依法及时报告，第一时间做好流调和风险人员管控，严格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避免战线
扩大、时间延长，决不能等待观望、各行其是。”

如何规范跨区域流动人员管理、防范跨区域疫情扩散？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急诊、透析室、手术室、分娩室、重症监护室“非必要不封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焦点问题

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疫情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正有力推动落实。如何不折
不扣落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全力抓好当前疫情处置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月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给出回应。

“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部分地区的疫情扩散
速度加快，防控难度不断加大。”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二级巡
视员胡翔介绍，近期疫情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新增感染者数量持
续增加，疫情波及范围广、传播链复杂，人口密集城市成为疫情防
控的重点地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要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不
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克服麻痹松懈心理、等待观望心
态，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不动摇、不走样，立足
于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通过视频会商、调度和培训
等多种方式，部署调度各地尽快推进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地。目前，
各地正有力推动落实。

“为进一步指导地方做好疫情防控，11月 2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实施办法》等 4个
文件的通知，方便基层相关工作人员更好理解和执行二十条优化措
施。”胡翔说，下一步，将对这些文件进行专门培训，继续指导各级整治

“层层加码”问题工作专班，督促各地不偏不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二十条优化措施提出要取消中风险区，高风险区连
续 5天没有发现新增感染者就降为低风险区。对此，中
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丽萍说，做这样的调整主要是基于
第九版防控方案实践评估数据以及风险研判证据。

“在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均能够快
速隔离管控并及时转运的情况下，对于高风险区管控
人员中连续 5 天没有发现新增感染者，表明高风险区
在社区的传播已经基本阻断。”王丽萍介绍。

二十条优化措施明确，对密切接触者，将“7 天集
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调整为“5天集中
隔离+3 天居家隔离”。王丽萍说，这样不仅节约了集
中隔离资源，还能最大限度管住风险，提高防控效率。

合理安排医疗服务，通过提供“互联网+医疗服
务”等多种方式，合理分流患者；做好个人防护；强化住
院病区管理……针对医院感染的防控工作，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说，医疗机构一旦出现
阳性病例，要从快从速排查风险，按照“快封、快筛、快
消、快解”原则，尽快恢复正常诊疗。

本土疫情呈现严峻复杂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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