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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四级”划定春运出行要求

各地方在政策执行
时，不能擅自“加码”，更不
能“层层加码”，甚至有的
地方还采取“一刀切”措
施，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关于春节出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曾益新1月2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讲解了不同风险等级地区的
人员流动要求。

第一级：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或者近14
天内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春运期
间不流动。

第二级：原则上中风险地区的人员或
者近14天内有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

春运期间不流动。
第三级：低风险地区进口冷链食品从

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的从业人
员、隔离场所的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跨省、
跨市出行的，以及跨省返回农村地区的返
乡人员，应当持有 7 日内有效的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第四级：低风险地区的其他人员要持
健康码“绿码”进行有序流动。

曾益新介绍，针对春运期间返乡人员
核酸检测需求量增加的情况，各地正加紧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积极探索降低核酸检
测成本，尽快提高核酸检测的时效性、增加
核酸检测的便利性。

“单管是指一个人一份。”曾益新说，
截至目前，全国新冠病毒核酸单管检测
能力已经超过了1500万份/天。

据新华社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呈高发态
势，我国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地区聚集性
疫情明显增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特别是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增多，聚集性活
动频繁，将加大疫情传播的风险。为贯彻
中办、国办《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
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务院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印发了《关于有序做好春运期间群众
出行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通知看点有
哪些？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有关负责人就重
点问题进行了回答。

1问：通知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答：为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

测工作，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持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行从 2021
年1月28日春运开始后实施，至2021年3
月8日春运结束后截止。

2问：春运期间出行人员到达目的地后
是否需要隔离？

答：符合本文件规定出行条件的出行
人员持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到
达目的地后不需要隔离，到达目的地后做
好个人健康监测，尽量减少聚集，遵守当地
疫情防控政策。如果出现发热、干咳、咽
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身体不适症状，
及时到医院就诊。

3问：出行人员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何
获得？

答：出行人员出发前可在当地任意一

家有核酸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
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凭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或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
通行码“绿码”出行。

4问：混采检测与单管检测有什么区
别？

答：混采检测指将多人的样本（一般
不超过 10 人）混合入同一检测管开展检
测，提高检测效率，降低检测成本，但可能
等待集中采样的时间稍长。按照自愿的
原则，春节期间出行人员核酸检测可以采
取混采技术开展检测。混采和单管检测
的实验室检测时间是一样的，不影响出具
检测报告的时间。

5问：如何保障春运期间核酸检测需
求？

答：针对春运期间核酸检测需求量增
加的情况，指导各地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积极探索降低核酸检测成本、提高核酸检
测时效性、增加核酸检测便利性等。截至
目前，全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已超过
每天 1500 万份，如进行混样检测，全国总
检测能力还能进一步提高，保障春运期间
核酸检测需求。

6问：接种新冠疫苗者是否也需要遵循
春运期间出行核酸检测的要求？

答：综合考虑疫苗保护效果、预防感
染、阻断疾病传播的能力等因素，目前已
接种新冠疫苗者仍需要遵循春运期间出
行核酸检测的要求。

据新华社

就地过年是不是强制性措施？
确有必要返乡，是否有更加严格的
防控要求？1 月 27 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举行《关于做好人民群众
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新
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
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就地过
年政策是分级分类的。中高风险地
区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文件规定

的非常明确，低风险地区倡导大家
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确需出行
希望大家也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各地方在政策执行时，不能擅
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甚至
有的地方还采取“一刀切”措施，这
是坚决不允许的，不能阻断人员出
行、返乡，要给人民群众多些保障、
多些便利。 据新华社

权威回应六大关切：

春运出行是否需隔离？
如何保障核酸检测需求？

1月27日，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明确：

“就地过年”政策是分级分类的，各地在政策
执行时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目
前有的地方采取的“一刀切”措施是坚决不
允许的，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中央这
一明确表态，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及
时回应了社会关切。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张图：中央要求“从低
风险区返乡持绿码即可”，到省里却变成“要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市就变成“要居家隔
离”，到镇里变成“核酸证明+集中隔离+居家
隔离”，到村里变成“禁止返乡”。这张图虽有
演绎成分，却也是基层实情的折射。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纷纷发布春节期间
的防疫政策。与中央相关工作方案相比，不
少地方政策已有加码苗头。比如，山西多地
对所有河北车辆一律劝返；甘肃要求所有来
返人员须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这些都与中央明确要求相悖，必须纠偏。
民众响应政府“就地过年”号召，是对防

疫工作的配合。其前提是群众自愿选择，而
不是靠随意“硬核”加码甚至一律劝返。

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码，归根究底在于
部分领导干部缺少担当。相较于劳神费力
地管控流动人员，把群众限制在家里或“一
刀切”禁止返乡，显然要省心得多。但是，部
分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仅会增加基层防疫成
本，也会给返乡人员制造麻烦，增加社会矛
盾。与病毒较量一年之后，一些地方重新回
到“层层加码”这种初级段位，充分暴露了当
地领导干部治理能力不达标。

当然，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码，也不排除
有几分“自保”考量——有些地方问责泛化，
出现疫情不问青红皂白就要问责人。因此，
要真正防范地方层层加码，也必须防范“问责
层层加码”，问责要精准、稳慎，让领导干部敢
于担当，敢于落实精准防疫政策。 据新华社

焦点关注 焦点热评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新闻发
言人赵辰昕表示，为营造良好的节日
氛围，更好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要，要增加网络、电视、广播等
文化体育节目供应，鼓励提供免费流
量、网络视频APP限时免费电影放映

等线上服务，在做好疫情防控和限量、
预约、错峰的前提下，要保障公共空间
开放时间和旅游产品供给等，相关部门
正在按这些要求扎实地推进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这种
便利。 据新华社

制图/杨仕成

返乡政策禁止层层加码
一些地方该纠偏了！

□张典标 易艳刚

国家发改委：
就地过年政策执行不能“一刀切”

不能擅自“加码”

国家发改委：
就地过年鼓励提供免费流量、

网络视频APP限时免费电影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