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

9月19日零时起 全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9月

18日下午，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自2022年9
月19日零时起，全市有序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并继续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

通告要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四
方责任。各区（市）县要严格落实属地
责任，全覆盖抓好本区域疫情防控工
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主管
责任，全面夯实本行业疫情防控监管工
作。各企事业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持续强化本单位人员和场所疫情防
控措施。市民要严格落实个人和家庭
防控责任，主动履行疫情防控义务。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
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单
位等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
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全面恢复运行，
各类车辆正常通行。

常态化开展核酸检测。市民每周
至少完成1次核酸检测。全市恢复愿
检尽检便民核酸采样点，为市民提供
免费混检服务。进入公共场所和小区

（院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须查验72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重点行业、重
点人群按照规定严格落实核酸检测要
求。对未按规定参加核酸检测人员实
施赋码管理。

加强重点场所和机构管理。各类
公共场所和机构要严格执行体温检
测、扫码亮码、查验核酸阴性证明、戴
口罩等防控措施。商超、农（集）贸市
场等场所加强人流引导，避免人员聚
集。餐饮企业有序开放堂食经营，不
承接大型宴席活动。室外景区景点，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严格落实“限量、
预约、错峰”前提下有序开放。酒吧、
歌舞厅、洗浴场所、棋牌室（麻将馆）、
网吧、电子游戏厅、密室逃脱、剧本杀、
健身房、游泳馆、室内体育场馆等各类
空间密闭休闲娱乐场所，达到疫情防
控要求后有序开放，进入须查验48小
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宗教活动场所有
序开放。有高中风险区域的区（市）县
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精神卫生福利机

构继续实行封闭管理，其余可预约探
访。

加强聚集性活动管控。坚持非必
要不举办，能线上的不线下。近期暂
不举办大型会议、培训、会展、文艺演
出等聚集性活动。确需举办的，要从
严审批，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举
办、谁负责”原则，制定疫情防控方案
和应急处置预案，参加活动人员需扫
码登记，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倡导少聚集，少外出，减少不必要
的聚餐聚会，红事、白事简办。

严格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全市普
通中小学、幼儿园有序返校（园）复学，
严格校门管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校
园，落实校园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高
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按照省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确定的时间逐步有序开
学，“一校一策”细化学校防控方案，严
格做好学生返校途中和返校后防控工
作。校内各类人员严格执行核酸检测
有关要求。

严格离蓉和来（返）蓉管理。离蓉

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提倡国
庆期间市民就地过节，减少跨地市出
行。省外来（返）蓉人员严格落实“入
川即检”要求。近7天内有中高风险区
和涉疫城市旅居史的来（返）蓉人员，
以及与病例轨迹重合的人员须第一时
间主动向所在社区和单位、入住酒店
报备，并配合落实防控措施。严格全
流程闭环管理，持续加强境外输入疫
情防控工作。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管理。
市民要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主
动扫场所码，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科
学规范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
个人卫生，勤洗手、多通风。如出现发
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
腹泻等症状，及时按规定就医，不带病
上班、不去公共场所。

继续严格执行分级分类管控措
施。高风险区采取封控措施，严格落
实“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中风险区采
取管控措施，严格落实“人不出区、错
峰取物”。

眼下，与成都“烟火气”一起归来
的，是企业复工复产的速度与激情。

自9月15日无社会面新增病例的
区域逐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到9月18日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9月
19日零时起全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疫情的有效控制，让成都全面复
工复产按下“加速键”。

这个“加速”，有底气。是众多企
业在“防疫泡泡”模式下，实施闭环生
产的不停歇，还有为了抢回时间早已
做好的新规划、新布局。

这个“加速”，也有态度。是四川
从推动工业经济尽快回稳上行提出的
7个方面的政策保障，也是各地在守牢
安全生产底线中方方面面的政策护
航。

这个“加速”，更有信心。拼的是
企业的责任心，是每个人、每个岗位的
干劲儿，更是一如既往的防疫不松、生
产不停、链条不断。

“防疫泡泡”保生产
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事实上，所有人都早已为复工复
产做好了准备。

本轮疫情发生后，成都迅速启动
“防疫泡泡”模式实施闭环生产。截至
9月14日，成都已有1.48万家企业闭环
管理、连续生产，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
6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近
80%。

另一方面，面对企业多场景防疫
需求，有关方面提供了诸多方便。例
如，在帮助企业实现云上办公和现场
办公相结合上，电信、移动等运营商充
分发挥信息化技术与服务优势，通过
云电脑、云桌面等应用进行保障。

为了保证“菜篮子”充足无忧，9
月以来，四川多家食品企业开足马
力，24小时不停转，美好食品新津工
厂13天生产2700吨肉制品、新希望华
西生产牛奶4800吨……成都各大商
业零售企业战疫保供，红旗连锁、伊藤
洋华堂、永辉超市、麦德龙、沃尔玛、家
乐福等积极组织物资供应，不涨价、不
断货。

除了企业积极复工，还有政府的
全力支持。近日，四川省经信厅印发
文件，从加快工业企业稳产满产、强化
工业企业保产稳链、加强中小微企业

纾困帮扶等7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推动工业经济尽快回稳上行，全力冲
刺全年目标任务。

行业复苏渐次展开
消费热情正被唤醒

不只是工厂和写字楼，餐饮住宿、
医疗美容等服务行业也都在逐渐恢复
往日的热闹，消费热情正在被唤醒。

对于成都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9月15日，
海底捞9家门店恢复堂食覆盖高新
西区、天府新区、龙泉驿、郫都、温
江、新都等区域。而为迎接复工，多家
火锅店推出福利，全城赠100000口锅
底，全城派发10000张代金券。

商业领域，9月15日，成都IFS、远
洋太古里、成都时代奥特莱斯、环贸
ICD等数十家商场纷纷晒出海报，宣
布逐步有序恢复营业。家电行业，国
美全线恢复了成都区域14家被关门
店的营业，格力、海尔等主流家电品牌
也纷纷开启促销活动，以快速恢复疫

全力以“复”成都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担当有我全力以‘复’”主题报道

云发布

博世成都工厂开启“防疫泡泡”生产模式。

美好食品新津工厂13天生产2700吨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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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将目光放大，加快建立同疫情

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这是
成都一直以来的努力。

于是，在秋日丰收的田野上，农户们
忙着抓收割，秋意最浓在田间。穿城而
过，生产车间里机械手臂依旧运转，一个
个“防疫泡泡”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在闭环生产模式下，最大程度减少着疫
情对工业企业的影响。眼下，在安全复
工复产的热潮中，失去的时光正在被追
回。

所以，这大概就是成都这座城市的
英雄气吧。这份荣光，属于那些坚守在
抗疫一线的“大”英雄，也属于每一个深
明大义、识大体的普通人。这也是一切
重启的底气，从当下到未来，解封不等于
解防，成都还要继续加强常态化疫情防
控，每个岗位、每个人，都要一如既往地
按照防控要求履行好应有的防控责任、
做好个人防护，既要复工复产拼经济，也
要安全无虞抗病毒。

烟火成都重启，是最好的回归。

情后的家电消费。
作为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第二

城”，成都车市也在加速复苏。据了
解，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都将成都车
展的促销政策进行了延长，针对疫情
期间看车难的痛点，将集客战场转变
为线上线下并举。

医疗方面，截至9月17日，成都华厦
眼科医院、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等多家眼科、牙
科、医美、妇产医院已恢复正常营业。

在热火朝天的复工复产中，我们看
到的是企业迎难而上、爬坡过坎的信心
和底气。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推出“担当有我 全力以‘复’”主题报道，
将目光聚焦企业复工复产下的故事，展
现企业责任与担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