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子口·信息港2022年11月30日 星期三
责编 马萱 美编 刘广英 审读 李明阳 05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永红 整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11月17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不折不扣、科
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有关情
况。二十条优化措施对疫情防控工作
提出哪些新要求？一起来关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整治

层层加码，防止“一封了之”，也要防止
“一放了之”。
要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完整、全面、准确理
解和把握优化防控工作的部署举措，坚
决反对两种倾向，既要持续整治层层加
码，防止“一封了之”，又要反对不负责任
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保障好二十条
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落实，保障好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关于次密接
取消对次密接的判定是否会带来
漏洞？
今后在国内发生聚集性疫情的时

候，只有密接人员才会集中隔离。实际
上，取消对密接的密接的判定和管理，是
基于感染风险大小提出的更加科学精
准的防控措施，对这类人群不再集中隔
离，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流调、隔离等
防控资源和服务保障资源。
当前，个别地方出现将密接的密

接直接判定为密接，进行提级管控的
情况，是没有必要的。
对取消密接的密接判定的同时，

各地对于密接者要做到快判定、快检
测、快管控。一旦密接者核酸检测阳性
以后，在第一时间进一步开展密接者
的调查和管控，一环紧扣一环，因此，
对工作要求反而更高了。
这些调整要求在防控工作中要更科
学、更规范、更快速地开展流调和风险研
判，把该管住的重点风险要管住，该落实
的防控措施要落到实处，该取消的要坚
决取消，把有限的防控资源用在最重要
的防控工作上，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地降低对
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

关于新冠肺炎患者分级分类诊疗
如何分级分类？
持续加强定点医院建设。定点医

院主要收治的对象就是按照第九版诊
疗方案收治的重症、危重症以及有重
症倾向的患者，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的
救治水平和质量。
加强方舱医院的建设。什么样的人
进入方舱医院？按照九版诊疗方案，就是
无症状感染者，还有一些轻症感染者。建
设方舱医院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减少对日
常医疗资源的占用，统筹好新冠肺炎的救

治工作与日常的医疗服务的保障工作。
持续加强发热门诊的建设。二级以
上医院要设置发热门诊，做到应设尽设，
应开尽开，而且要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
一旦发现可疑的患者要尽快甄别，若是
阳性感染者，要迅速转到定点医院或者
方舱医院进行救治。

关于高风险区
高风险区判定有什么新变化？
在二十条优化措施中取消了中风

险区的判定，并且更加科学精准地判定
高风险区，以单元和楼栋进行判定。这样
的优化调整，是对我们各地疫情的处置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的流
调、风险研判更加精准高效，要把该管住
的风险要管住，该落实的要落实到位，该
取消的坚决取消。
高风险区域内如何进行核酸检测？
对于核酸检测是要求在高风险区

实施封控以后前3天进行核酸检测，后
续检测的频次可以根据前三次检测结
果进行确定。
在解除管理前的24小时内，要完成
一次区域的全员核酸检测。在这个过程
中，对于纳入封控的这些人员，存在没能
及时转运的一些风险人员，抗原检测阳
性的以及混管阳待复核的以及行动不便
的病人和高龄老人，对于这样一些特殊
人员，要实行上门采样，实行单采单检。

关于核酸检测
没有疫情的地区如何开展核酸检
测？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主要是严格

落实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的核酸检测
要求，做到应检尽检，确保高质量、符合
频次要求的核酸检测，不得随意不检、漏
检。也不能擅自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发生疫情的地区如何开展核酸检测？
发生本土疫情后，要在流行病学调
查基础上，根据疫情发生地区人口规模大
小、感染来源是否明确、是否存在社区传
播风险及传播链是否清晰等因素综合研
判，根据风险大小，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
确定检测人群的范围、频次和先后顺序。
如果当地疫情仅有零星的感染者，
传播链条清晰，在没有社区传播风险的
时候，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当疫情存在扩散风险时，疫情所在
的区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每日开展
一次全员核酸检测，连续3次核酸检测
没有社会面感染者后，间隔3天再开展
一次全员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可
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感染者活动频繁、停留时间长的其
他区，可基于流调研判，划定一定区域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原则上每日开展一次
全员核酸检测，连续3次核酸检测无社
会面感染者，可以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对公共场所查验核酸检测证明有
什么要求？
为有效防范疫情扩散蔓延，跨区域
流动人员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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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目
的地后要按照属地要求进行“落地检”，
入住宾馆酒店和进入旅游景区人员需
要查验健康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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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缓解核酸检测的供需矛盾？
第一，要优化采样点的布局，对采
样点实施网格化管理，覆盖辖区内的
服务人群。
第二，要向社会公布采样点的相

关信息，也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电子
地图，及时更新，方便群众的查询，并
方便就近进行采样。
第三，合理安排采样时间，优化采
样人员的班次。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
错峰提供采样服务。
第四，要求各地做好采样点供需情
况的监测，密切关注群众检测的需求，针
对人口密度较大、人流量比较高的社区
和场所，通过增设采样点位、增加采样人
员等方式，扩大采样服务的供给。

关于跨省旅游
“优化跨省旅游管理政策”主要内容？
一是根据最新的风险区划定管理

办法，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
实施联动管理。
二是对核酸证明和“落地检”提出要
求，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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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景区和饭店有哪些要求？
要求公共文化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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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级旅游景区和星级旅游饭店要继
续对进入景区和入住饭店的人员查验
健康码和72小时内核酸证明。

关于居家隔离
社区如何管理居家隔离人员？
第一，要及时接收需要进行居家隔
离人员的信息，并且登记造册；
第二，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管理，督促
引导居家隔离人员及其同住人员严禁
外出。但是对于因就医等确需外出人员，
经所在社区医学观察管理人员批准后，
方可安排专人专车，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落实闭环管理；
第三，督促指导居家隔离人员每日早
晚两次做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咽痛、嗅觉味觉减退、腹泻等这样一
些症状的人员，要立即进行报告，并且由
专人联系120负压急救车，基于就近原则
送往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第四，进一步做好对小区民众的宣
传引导，尽可能做到人人知晓、理解。

关于“落地检”

哪些场所提供“落地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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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自愿、免费、即采即走、不限
制流动”的原则，面向跨省的流动人员提
供核酸检测服务，引导自驾游人员每到
一地主动进行核酸检测，这样一个“落地
检”的措施，是为了进一步推动防控关口
的前移，严防跨区域疫情的传播扩散。
“落地检”措施是否与核酸检测结果
全国互认的要求相悖？
“落地检”措施并不是与核酸检测结
果全国互认的要求相悖，而是在当前面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全国本土疫情
严峻复杂的形势下推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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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疫情防控是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关于防范跨区域疫情扩散
对防范跨地区疫情扩散有哪些要求？
一是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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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运营车辆载客跨省运营等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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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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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核酸检
测措施（间隔24小时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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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调整二十条措施中，要求各地
分类有序做好滞留人员的疏解。疫情发
生地滞留人员较多时，要专门制定疏解
方案，加强与目的地信息沟通和协作配
合，在有效防止疫情扩散的前提下稳妥
安排。目的地要增强大局意识，不得拒绝
接收滞留返回人员，并按照要求落实好
返回人员的防控措施，既要避免疫情扩
散，也不得加码管控。

为精准做好“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更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现就进一步加强入青
返青人员报备管理工作通告如下：
一、2022年11月30日零时

起，青岛市启用“青岛市入青返青
报备程序”，所有入青返青人员入

青前均须通过短信链接、支付宝、
微信、爱山东、场所码等多入口进
行自主报备，如实申报个人健康状
况、旅居史等有关信息，入青返青
后按照要求主动配合落实管控措
施。
二、入青返青人员应在抵青后

尽快向所在居委会、村委会和单位
(或所住宾馆)报告。

三、未及时报备、故意隐瞒及
不配合落实防控措施导致疫情传
播扩散的来青返青人员，将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青岛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运行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11月28日

鉴于当前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为更好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自
2022年11月21日12时起，青岛场所
码将弹窗提醒参加核酸检测，收到提
醒后的市民，请及时、就近参加核酸检
测，检测后青岛场所码将不再弹窗提
醒。弹窗提醒不作为出入公共场所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查验内容。如有
疑问可拨打0532-12345咨询。

青岛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11月20日

关于疫情防控优化措施，最新回应!

关于在青岛场所码弹窗
提醒核酸检测的通告青岛市加强入青返青人员报备管理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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