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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外面哪里都好”“去吃一顿火
锅吧”“终于能一家人团聚了”……近半
月来待在中风险地区的成都市民，终于
走出“困住”自己14天的家门，相互倾
诉着“解封”感想。8月11日下午3点，
连续14天“零新增”后，成都市青羊区
优品道曦岸小区、高新区都城雅颂居小
区从中风险地区被划为低风险地区，同
时解除相关封闭区、封控区圈层管理。

尽管全市剩下的一个中风险地区
——美洲花园68栋有待“解封”，但成都
人乐观的情绪已写在了脸上。这和两周
前的忐忑心情对比明显——彼时，新一
轮疫情从南京、张家界溢出，呈现出“多
点发生、局部暴发”的态势。在7月28日
晚的成都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成都市青羊区优品道曦岸小区、高新
区都城雅颂居小区被划为中风险地区。
成都市严格落实中风险地区管控措施要
求，第一时间对该区域实行封闭管理、风
险排查、全员核酸检测、内外环境消毒、
人群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

形势急转直下，成都却努力向上，
画出一条防疫微笑曲线。回头来看，在

“没发生疫情时关键抓‘防’，发生疫情后
处置要‘快’”思路的指引下，成都用结果
回答了7月29日成都市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暨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的“潜在的传染源切断了没有”“常态化
防控措施到位了没有”“应对更复杂局面
的能力准备好了没有”三个现实问题。

抓住“牛鼻子”
“防”和“快”的二人转

记者梳理发现，本轮疫情处置应对
中，在“防”的方面，成都市全力做好“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

外防输入，成都严格入境人员全流
程闭环管理，要求国际国内航班服务保
障人员不得混流，加密所有一线工作人
员核酸检测频次，实现疫苗接种全覆盖。

内防反弹，成都一直密切跟踪、认
真分析评估可能存在疫情潜在风险的
地区，持续加强中高风险地区来（返）蓉
人员排查管理，坚决阻断疫情输入渠
道，及时斩断传播链条，严格落实“四
早”要求和“四方责任”。严密防范院内
感染，严格执行三类人员“应检尽检”，
切实防止人员交叉、场所交叉、物品交
叉，着力加强医疗救治，坚持“一人一
案”、中西医结合做好救治工作。

此外，成都还坚持分区分类精准管
控，坚持“人、物、环境”同防，严格落实景区
景点等文化旅游场所“限量、预约、错峰”
要求，加大对商场、酒店、工地、茶馆、棋牌
室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封闭性公共文化
场所防疫力度，严格执行戴口罩、亮码、
测温等措施，确保不发生聚集性疫情。

在“快”的方面，成都显示出了“成
都速度”。

7月27日下午，四川省人民医院报
告有 3 名患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随后，工信部门、卫健委、疾控
中心等联合组成的流调溯源专班，迅速
冷静地同步展开流调溯源、重点人群核

酸检测，加强潜在风险排查。
7月28日凌晨2时，在疫情发生后短

短几个小时内，9个关联居民小区10075
人的第一轮核酸检测完成。当天，经过
细致的流调溯源，成都快速、准确划定管
控范围，相关区域按封闭区、封控区、风
险区、其他区域等分区分类精准防控。

7月31日，成都市已划定8个封闭
区、12个封控区、11个风险区周边区域、9
个其他区域，累计核酸检测839798人。
截至8月11日，成都连续14天零新增。

筑牢“防护网”
科学、组织和人的交响乐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是做好疫情防控的根本。成都疫情能
迅速有效控制，在于首诊病例发现早、
流调溯源快速精准，这得益于对信息的
快速掌握，而这些信息背后，都有大数
据的影子。

如何对来（返）蓉人员实行严格的
风险管控？记者于四川省大数据中心处
了解到，“四川天府健康通”对所有川内
通行的人员赋予健康码，实行实名认证，
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可以由“家庭
码”“离线码”和工作人员代领码等方式，
确保一人一码，在全省范围内一码通行。

在整个成都，通过大数据，根据赋
码规则，对中高风险地区来（返）蓉人群
赋予红码或黄码，并按照红色禁止、黄

色限制方式管控人员流动，实现对中高
风险人群的有效管控。通过“场所码”
扫码登记到过重点场所的人员信息，做
到行程精准追溯。

除了大数据的运用，判断患者是否
感染了来势汹汹的德尔塔毒株，则更依
赖于病毒基因测序的证据。

本土疫情被发现后，27日晚，成都
就启动了基因测序相关工作，专门破译
病毒“身份密码”。2020 年，成都市疾
控中心与四川省疾控中心、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搭建了基因测序平台，可同时进
行二代和三代测序。样本一到实验室，
立即开展工作。测序组工作人员争分
夺秒、严格操作，很快揭开了病毒的真
实面目。8月1日的通报中显示，四川
省 10 例病例中，已完成的 9 例基因测
序，与南京疫情毒株同源。

社区组织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一
环。成都市委社治委发挥党建引领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三年实践积累的优势，
把 3039 个城乡社区迅速转化为 3039
个阻击“阵地”，筑起了联防联控的深沟
高墙。本轮疫情防控中，成都市共组建
了 6465 支社区应急响应队伍，分为 6
个工作组，确保紧急情况下“社区有力
量、防控跟得上”。

科学和组织的背后，是每个人的艰
苦付出。7 月 27 日成都出现本土确诊
病例后，天气也进入了“晴热”模式，连

日高温，给医护人员带来挑战。但无论
是医护人员还是社区工作人员，亦或志
愿者，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王贵娟是成都一家医院手术室护
士长，接到外出执行核酸采样的指令
后，7 月 28 日晚她就带着 20 人的医疗
组，到锦江区某小区为居民采样。从晚
上 6 点到次日凌晨零点过，采样约
6000 人，“虽然天气很热，大家都大汗
淋漓，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们相互打
气，每个人都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管控“分圈层”
不同等级风险区的四重奏

据了解，此轮疫情发生后，成都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按国家联防联控机制
要求，从制度机制上进一步完善防控体
系，制定了疫情分区精准化防控规范，
实行风险区圈层管理，精准划定相关区
域，科学确定管控内容，动态评估、及时
调整管控区域。

何为风险区圈层管理？
风险区圈层包括封闭区、封控区、

风险区周边区域、其他区域。封闭区实
行全封闭管理，人员居家不出户，除防控
和生活保障需要外，其余人员、车辆不得
出入。封控区实行人员只进不出，仅开
放生活保障场所，严禁聚集。风险区周
边区域保持正常生活生产秩序，禁止各
类大型活动，暂停影院、歌舞厅、游戏厅
等休闲娱乐场所营业。其他区域严格落
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减少人员集聚。

除了实行疫情分区精准化防控规
范，成都市还进一步加强密切接触者排
查管理。发生本土疫情后，及时追踪判
定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
状出现前4天，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
样前4天，与其在同一空间、同一单位、
同一建筑有近距离接触未采取有效防
护的人员，均判定为密切接触者。对密
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按
要求进行集中隔离和核酸检测。

“在今后常态化防控中，成都还将
进一步总结经验，充分借鉴外防输入闭
环管理做法，加快建立一套分工明确、精
准高效的防市外输入应急响应机制和工
作体系。”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市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范锐平强调。

具体而言，成都将加强疫情信息统
筹调度，强化部门协作，成立区域排查
专班，健全完善来（返）蓉人员风险信息
归集—派发—排查—分类处置—结果
上报机制，建立常态化疫情风险预警机
制，确保及时排查、分类管理、上下结
合、相互印证；加强重点人员流调溯源，
组建常态化流调溯源专班，第一时间开
展处置，迅速锁定风险人员，及时管控
到位、开展核检，最快速度斩断传播链
条；加强潜在风险排查，针对境外输入、
隔离酒店、医院诊所、城乡社区、公共场
所、企业学校、大型会议会展、交通系统
等 8 个重点领域，定期开展常态化排
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而在今后常态化防控中，成都还将
进一步总结经验，坚持分区分类、系统
联动，提高科学组织、精准防控水平。
坚持区内区外联动、管理服务联动，加
强风险区内居民生活保障、健康指导和
心理疏导，建立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
等特殊群体服务机制，积极争取企业市
民的理解和支持。

截至8月11日，成都连续14天零新增

“防”和“快”的攻守之道
画出成都疫情防控微笑曲线

◀▲8月11日，成都
高新区天府二街居
民走出家门庆祝小
区“解封”。

◀8月11日，成都市
青羊区优品道曦岸
小区“解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