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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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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社区疫情防控组公布的名单，截至
4月24日16时，全市无疫情小区累计
7080个，占比99.7%；无疫情社区累计
1381个，占比达到98.2%。4月18日，武
汉整体被划为“低风险”区域。

“我们打出了中国特色的、值得借
鉴教科书般的、有效经验的‘武汉战役’”，
日前，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社
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吴浩回忆起在武
汉“战疫”的51个日夜这样说道，“相信
我们的制度的优势。我当时跟领导
谈，要用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
老百姓有信心，同时要加强培训，与时
间赛跑。”

2月11日，在“封城”20天之后，武
汉在焦灼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宣布，在全
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将人类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隔离“升格”，为中国乃至
全球的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事实上，武汉七个中心城区之一的江岸
区“先行一步”，在2月9日即启动了小区
封闭管理措施，而向江岸区防控指挥部
提出这一措施建议的，正是吴浩带领的
社区防控专家组。

吴浩告诉记者，这是专家组抵达武
汉之后，向当地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在
51天的奋战中，吴浩和社区防控专家组
成的13个小组分别进驻武汉市13个区，
与当地指挥部联络员组成的驻区专家
指导工作小分队，走访武汉市377个街
道、500多个小区和161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以及所有区疾控中心，养老院
等集中场所，部分工厂，交通枢纽等，提
出1275条问题和建议，均为当地采纳和
落实。他参与起草了《关于依法科学精
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技术方案，组织参与起草和审校《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基层防控指导意见》、编
审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社区手
册》，为进一步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规
范。从武汉返回北京，吴浩发现自己瘦
了十几斤。

今年49岁的吴浩的身兼多职：全国
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
续教育学院教授、全科医生。从2003年的
SARS疫情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吴
浩始终坚持在社区防控一线。当出现在
公众面前，他多是以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的身份介绍自己。
疫情初期，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区相
关部门领导下，启动社区包片联防联控，
实现网格化管理。吴浩介绍，从2月1日
至今，方庄社区确诊病例“牢牢地定在6
例”，且全部为输入型病例。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4月接
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时指出，

“一定要真正促进医疗和预防体系的融
合，而不是让它们愈行愈远。”吴浩十分
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不是只有预防
医学就能解决公共卫生的事，也不是只
有临床医生就能解决公共卫生的事。
要融合，而不是搞独立体系。 ”另外，
公共卫生绝不是卫健系统这一个部门
的事，需要社会参与协同。

抵达武汉第三天
即建议小区封闭管理

封面新闻：为什么会那么迫切地提
出来要实施小区封闭管理？

吴浩：当时主要是要完成“四类人

员”排查，要把这些传染源都找出来，控
制住，阻断传播途径。但当时人员是随
意流动的，我们知道，可能还存在着一
些无症状的感染者，这些人也可能跑出
来，感染别人。另外，就算是都排查完
了，又可能会跑到另外一个小区去居住
了。当时在武汉已经社区传播，再加上
核酸检测能力不足，所以很难区别出来。

2月13日，我们在中央指导组指示
下设计武汉四类人群排查快速评估方
案，14日深入78个小区现场调查并完成
评估报告，分析防控漏洞及疫情分析和
预判，为中央指导组科学研判疫情提供
了一手资料，为武汉市2月17日-19日
全市社区拉网排查提供了参考依据。
随着“四类人员”大排查行动的深入细
致开展，更加严格的小区封闭管理，社
区网格化管理日渐完善，越来越多的传
染源被发现并得以收治隔离，对有效遏
制武汉疫情的社区传播起到了关键性
作用。

封面新闻：具体是哪天提出的这个
建议？

吴浩：（2月）6号深夜抵达武汉，7号
防控小组所有人去查看，是不是武汉统
一存在那些问题。8号，我们向江岸区
指挥部做出了书面报告，我向江岸区的
领导提出了建议，给他阐述这些理由。
同时我们也向中央指导组相关的领导
做了报告，建议在整个武汉市采取（措
施）。江岸区是我当初第一周驻点调研
指导的区，第2天就开始了。武汉市是

（2）月10号研究，11号发布了通告。
封面新闻：武汉是一座千万级人口

的大城市，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是一项
“超级工程”，专家组提出这个建议的信
心来自何处呢？

吴浩：这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
高效的指挥体系，是社区工作者、志愿
者、党团员和机关干部，用他们的汗水
构筑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同时也归功于
武汉人民高度的配合和坚耐。我们为
什么能提出这样做？因为相信我们的
制度优势，我当时跟那些领导谈了，要
用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要让老百

姓有信心，相信政府，同时要加强相关防
控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也是与时间赛跑。

没有做好预案
武汉不会“解封”

封面新闻：在武汉50多天里，您觉
得哪一部分的工作是最难的？

吴浩：保供。怎么让老百姓能够稳
定下来，是很难的。让老百姓能够安
心，物资要有保障。还有一些慢病病人
的用药，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封面新闻：4月8日，武汉解除离鄂
离汉通道管控措施，这是疫情防控的重
大节点。武汉“解封”的建议，是否也是
专家组提出的？

吴浩：个人认为封小区不是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尽快恢复生产，恢
复正常生活。所以我们从2月16号开
始，在中央指导组防控组领导指示下，
就着手研究如何解封的问题，应该是2
月27号，我们团队向中央指导组防控组
提出了“解封”的参考意见。但是武汉

“解封”的具体时间不是我们提出的。
封面新闻：如果武汉“解封”之后，

疫情出现反复，专家组是如何考虑的？
吴浩：这些情况都要做预案，预案

不到位，是不能“解封”的。不光要做预
案，还要做演练。所以我们最后一支社
区防控的小分队到4月19号才完成使
命，4月20号才撤回来了，发挥了侦察
兵、战斗员、指导员的特殊作用，3月5日
被授予全国卫健系统新冠肺炎防控先
进集体。

封面新闻：新冠肺炎“战疫”有两大
战场，一处是医疗机构，一处是社区防
控。您怎么看社区防控这场仗？

吴浩：社区防控面对的是一个群体，
如果说我们是参谋，出的主意错了，损失
的可能就是一群人。所以，在参加国家
卫健委阶段性总结会议的时候，我说，在
中央防控组的指导下，在武汉市当地民

众和政府的支持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打出了中国特色的、可以借鉴
的，经典的“武汉社区防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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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浩谈战疫的“中国特色”：

社区防控守住第一道闸
| 战 疫 关 键 词 |

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实施网格
化、地毯式管理，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有
效落实综合性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防止疫情输
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

社区防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柳青

2月11日，在社区防控专家组建议
下，武汉宣布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
区实行封闭管理。 受访者供图

吴浩（左三）在武汉指导社区防控工作。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