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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以来，我国疫情多点散发，波及
多个省份。如何解决物流畅通、春耕春
管遇到的堵点问题？针对老百姓的“急
难愁盼”，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9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回应公众重点关切。

疫情防控态势企稳
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
有介绍，3月 1日至4月 18日，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497214例，波及除
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所有省份。

“近一段时间，全国疫情形势呈现逐
渐企稳态势，但地区之间交叉输入影响
明显，各地动态清零的任务艰巨。”吴良有
说，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辽
宁等省份疫情总体趋于平稳；吉林省吉林
市疫情持续好转，长春市疫情呈现下降态
势；上海市近日疫情仍处于高位，社区传
播风险较高，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大流行继
续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国家
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要继
续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
摇，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尽早实
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动态清零不追求零感染。”中国疾
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介绍，
动态清零与零感染有着本质区别。动态
清零是对发生的新冠疫情，发现一起、扑
灭一起，既不让新冠病毒在疫情发生地
流行，也防止病毒传播扩散到其他区
域。对于每一起发生的疫情，都要求在
较短时间内将其控制。

物流不畅如何解决？
把保通保畅放在重要位置

由于近期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点
多、面广、频发，部分地区疫情防控影响
到交通通行，出现了车辆滞留、物流不畅
等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0日印
发通知，要求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

畅工作；国务院18日召开会议，决定成
立国务院物流保障工作机制……

“始终把保通保畅放在全局工作的
重要位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春
耕表示，交通运输部将围绕实现民生托
底、货运畅通、产业循环着力抓好工作，
包括加快推广使用全国统一互认通行
证、加快筹备设置和用好物流中转场地、
强化监测预警等。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
栋表示，在疫情严重地区，依托快递园区
等设施设立分拨场地，切实保障邮政、快
递车辆通行，对遭遇突发性、临时性和紧
迫性基本生活困难的干线运输司机和快
递员，要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渡过难关。

针对当前部分地区“买菜难、买菜
贵”问题，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
司副司长毛德智说，全国“菜篮子”产品生
产总量可以满足群众消费需求。有关部
门将督促各地把粮油蔬果等农产品纳入
常态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范围，对
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优先发放全国统一的
通行证。对司乘人员通信行程卡绿色带
*号且跨省份进出涉疫地区的农产品运
输车辆，在持有通行证并符合防疫要求
的情况下，不随意限制通行或擅自劝返。

越是疫情面前
越要稳住粮食生产

当前正值春耕春管大忙时节，粮

食播种事关国计民生。毛德智表示，
当前春耕春管已经全面展开，总体进
展较顺利。目前，全国春播粮食已超
过意向面积的两成，进度同比快1.2个
百分点。

越是疫情面前，越要稳住基本盘，
越要稳住粮食生产。针对近期疫情给
农民下田、农资下摆、农机上路和外出
农民返乡务农带来的一些影响，农业农
村部正点对点解决农民群众和市场主
体实际困难。

农业农村部近期已部署抓好春耕生
产、维护畜牧业正常产销秩序等方面工
作，并开通热线电话和网上留言平台。

“大家可以登录农业农村部网站首页查
看相关信息，通过电话或网上留言反映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和地方及时核查，共同推动解
决。”毛德智说。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相关部
门，继续坚持分级分类、精准防控，切实
打通堵点卡点，维护农业生产和人员物
资流通秩序。同时，严防“一刀切”“简单
化”和“层层加码”，严禁擅自设卡拦截、
随意断路封村。

其中，发生疫情的管控区，合理
安排农业生产，允许农民错时错峰下
田，从家到农田、从农田到家“两点
一线式”作业。发生疫情的封控区，
组织农户之间搞好助耕助种，依托社
会化服务主体开展托管服务，帮助无
法出村下地的农户种足种满、种在适
播期。

据新华社

4月18日上海新增死亡病例7例
当地单日出院出舱人数
超过新增阳性感染者人数

在4月19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
委通报：4月18日，上海实际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计19442例。
同日，上海本土确诊病例出院1211例，
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22075例，出院出舱人数共计23286例，
超过了当日新增阳性感染者人数。

截至4月18日24时，上海在定点医
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有21例。

4月 18 日，上海新增死亡病例 7
例。患者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101
岁，合并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
后遗症、脑出血等严重的基础疾病，均
未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上述7例
入院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直接
的死亡原因由基础疾病导致。

4月15日以来，上海已累计完成核
酸筛查3700余万人次。19日开始，上
海将连续三天在封控区开展核酸筛
查，并将于20日同时在管控区开展核
酸筛查。目前，上海单日最大核酸检
测能力已近500万管。此外，上海还
配置了2000余辆样本转运车，加快样
本转运速度。 据新华社

西安今起解除临时性管控措施

记者从19日举行的西安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4
月20日0时起，西安市解除临时性管控
措施，逐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西安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波介绍，自
4月2日发现省外输入阳性感染者以
来，截至4月18日24时，西安市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41例，无症状感染者
12例。目前，西安市已连续7天无社会
面病例报告。

张波表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解除临时性管控措施不等于

“解防”，还要继续全面落实好常态化防
控措施。4月 20日 0时起，西安市单
位、小区恢复常态化出入，人员出入必
须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等措施。在
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政策的基础上，各
商场、超市、沿街门店恢复营业，餐饮业
控制就餐人数和餐位距离，宾馆、单位
内部食堂分时分餐，提倡隔桌就餐、就
餐人数不超过餐位数的50%。旅游景
区、剧院等公共场馆按规定落实限量、
预约、错峰等要求，接待量不超过最大
承载量的75%。货运物流行业严格落
实各项防控规定。公交车、出租车、网
约车、地铁、班线客车等交通工具全面
恢复运营，继续查验乘客健康码，司乘
人员需做好个人防护。乘坐地铁须扫
车厢二维码。现有的封控区、管控区和
临时静态管理区域，在未解除之前，继
续按照规定严格落实相应管控措施。

西安市倡导近期非必要不离（返）
市，市民群众不前往14日内有新增本
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县（区、旗）和陆路
边境口岸所在县（区、旗）。机关企事业
单位人员离市的，严格审批管理。西安
市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县人员非必要
不离市，确需离市的，由所在区县疫情
防控部门出具离市证明。 据新华社

3月1日至4月18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497214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防疫焦点问题：
“动态清零不追求零感染”

“近一段时间，全国疫情形势呈现逐渐企稳态势，但地区之间交叉输入影响
明显，各地动态清零的任务艰巨。”吴良有说，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
辽宁等省份疫情总体趋于平稳；吉林省吉林市疫情持续好转，长春市疫情呈现下
降态势；上海市近日疫情仍处于高位，社区传播风险较高，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动态清零不追求零感染。”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介绍，动
态清零与零感染有着本质区别。动态清零是对发生的新冠疫情，发现一起、扑灭
一起，既不让新冠病毒在疫情发生地流行，也防止病毒传播扩散到其他区域。对
于每一起发生的疫情，都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控制。

针对当前部分地区“买菜难、买菜贵”问题，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副司长毛德智说，全国“菜篮子”产品生产总量可以满足群众消费需求。有关部
门将督促各地把粮油蔬果等农产品纳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范围，对
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优先发放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对司乘人员通信行程卡绿色带
*号且跨省份进出涉疫地区的农产品运输车辆，在持有通行证并符合防疫要求的
情况下，不随意限制通行或擅自劝返。

有研究显示，相较于德尔塔，奥密克
戎传染性较强。目前，奥密克戎出现多
种亚型毒株以及重组毒株。近期，世界
卫生组织将奥密克戎变异株两个新的子
变体BA.4、BA.5列入监测名单。此外，
奥密克戎毒株亚型BA.1和BA.2的重组
毒株XE在世界范围内加快传播，XD、
XL等毒株也相继出现。病毒不断变异，
其传播速度是否会进一步加快？

4月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
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回答封面新闻记
者提问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现新冠病
毒变异在传染性、致病性等方面有明显
的规律，既有可能向传染性增强、致病性
减弱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传染性增强、
致病性也增强方向发展。无论如何变
异，我们要从最坏的可能去准备。

吴尊友表示，一方面，我们需要时刻
密切追踪全球范围内毒株在传播范围、

传染性、致病性等方面的变化和进展，包
括诊断试剂是否能灵敏检测出新的变异
毒株以及现有疫苗在新变异毒株的预防
感染、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的效果等。
另一方面，坚持常态化防控措施，包括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
措施。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是做好疫
苗接种，坚持落实个人防护措施，如戴口
罩、注意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邵萌

针对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我们该如何应对？
吴尊友答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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