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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9 日从成都市住建局获悉，
《关于明确跨区购买人才公寓相关事
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已于日前
正式发布。《通知》明确，根据相关政策
规定，符合《成都市人才安居资格认定
办法》条件的A、B、C类人才可不受工
作单位注册地限制跨区域优惠购买人
才公寓。

此外，《通知》同时要求各住建行
政主管部门和企业，在人才公寓项
目租购报名、资格审核等方面做好
管理和服务，确保相关政策落实。
成都将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有序推进人才公寓建设和供给，进
一步健全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升

住房保障水平。
根据成都市住建局今年初发布

的消息，在规范发展人才公寓方面，
成都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优化
项目规划选址，合理确定户型配比
和销售价格，满足人才多元化居住
需求，2022 年将供应人才公寓 2 万
套。

根据《成都市人才安居资格认定
办法》，A、B、C类人才具体为：

A类：国内外顶尖人才。主要包
括：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获
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

部委员;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顶尖人
才。

B类：国家级领军人才。主要包
括：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
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的专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完成人;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得
者或项目主要完成人;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
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省科学技术杰出贡
献奖获得者;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领军人
才。

C类：地方级领军人才。主要包

括：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省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成都人才计划”人
选;享受四川省或成都市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
者或项目主要完成人，省自然科学奖、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奖、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得者或
项目主要完成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
头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全国技术能
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成都发展
卓越人才奖”获得者;相当于上述层次
的领军人才。

（据锦观新闻）

为帮助省外来（返）蓉人员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现将省外来（返）

蓉人员落实个人防控措施进行梳

理，请省外来（返）蓉人员关注并主

动落实。

出发前要做哪些准备？

离开地若对离开人员有疫情防控
要求，请务必按要求一一落实。此外，
还应该注意：

（一）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
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提前通过天府
市民云app或微信扫码向目的地社区
（村）登记报备；不前往或途经有本土
疫情发生的地区。

（二）提前规划好行程，减少在交
通场站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逗留时间。

（三）准备足量的口罩、消毒湿巾、
免水洗手液等个人防护用品。

（四）关注自身及家人健康状况，
不带病旅行。

旅途中应该注意什么？

（一）在交通场站、公共交通工具
内，以及人员密集的场所要全程规范
佩戴口罩，保持手卫生，不用未清洁的
双手触摸口眼鼻。

（二）遵守公共秩序，尽量与他人
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避免扎堆聚
集。

（三）选择卫生状况较好、通风设
施比较完善的宾馆和酒店，入住后要
及时开窗通风。

（四）尽量减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的餐饮次数和时间，避免和其他乘客
面对面就餐，就餐时不要交谈。

（五）做好行程记录，如飞机航班、
动车班次和座位号，用餐饭店或住宿
宾馆名称、地址等信息。

入川抵蓉后该怎么办？

（一）社区报备是前提
如果入川来（返）蓉前您没有提前

报备，要尽快通过天府市民云app或微
信扫码完成社区报备。

（二）入川扫码是必须
一旦入川，您须在入川的各查验

点通过“四川天府健康通”扫描“入川
即检特殊场所码”（简称“入川码”）。

扫入川码后，您的天府健康通会出现

临时弹窗，您在3日内须进行2次免费

核酸检测。

其中，首次核酸检测在入川后 24

小时内尽早就近完成，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临时弹窗自动解除；首次核

酸检测间隔 24 小时后，进行第 2 次核

酸检测。如果入川72小时后仍没有完

成两次核酸检测，您的天府健康通健

康码将被赋黄码。
为了方便您完成核酸检测，我们

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高速
路 下 道 口 等 设 置 了 免 费 核 酸 检 测
点。如果这些交通场站检测点太拥

挤，且您是非重点地区来（返）蓉人

员，也可以回到社区以后尽快完成
核酸检测。

（三）配合管理是关键
成都市根据本地疫情实际情况，

针对来（返）蓉不同风险人群实施不同
的管理政策，您一定要仔细阅读，并配

合做好疫情防控管理。集中隔离费用
自理。

1.对近 7 天内有西藏旅居史的来
（返）蓉人员，自抵川之日起，实施 3

天集中隔离+4 天居家隔离。居家隔
离需具备单独居住条件，由居住地所
在区（市）县闭环接返，并严格落实安
装门磁等人防技防管理措施；如不具
备单独居家隔离条件，继续实施集中
隔离。

2.对近 7 天内有海南、新疆旅居
史的来（返）蓉人员，自抵川之日起，
实施 3 天居家隔离+2 天居家健康监
测（如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实施集
中隔离）。

3.对近7日内有陕西省、云南省昆
明市、江西省鹰潭市旅居史的来（返）
蓉人员，自抵川之日起，实施3天居家
隔离，采取3天3次上门采集咽拭子核
酸检测。如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或
不接受同住人员共同隔离的，实施3天
集中隔离。

4. 对近 7 天内有青海旅居史的
来（返）蓉人员，自抵川之日起，实施
3 天集中隔离+2 天居家隔离。居家
隔离需具备单独居住条件，由居住
地所在区（市）县闭环接返，并严格
落 实 安 装 门 磁 等 人 防 技 防 管 理 措
施。如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或不
接受同住人员共同隔离的，继续实
施集中隔离。

5.其他地区来（返）蓉人员严格落
实“入川即检”要求，所有经航空、铁
路、公路的省外来（返）蓉人员须扫“入
川码”，实施 3 天 2 检。如果近 7 天
内有国内低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来
（返）蓉人员，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落实相应措
施。即：对有高风险区 7 天旅居史的
人员，采取 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在
集中隔离第 1、2、3、5、7 天各开展一次
核酸检测；对有中风险区 7 天旅居史
的人员，采取 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在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 1、4、7 天各开
展一次核酸检测；如不具备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条件，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管理期限自离开风险区域算起。
对有低风险地区 7 天旅居史的人员，

3 天内应完成两次核酸检测，并做好
健康监测。

以上措施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实施
动态调整。

（四）自我防护是义务
1.解除隔离观察和居家健康监测

后暂时保持简约的生活方式，不串门，
减少不必要的聚餐聚会，少去人员密
集的场所。自觉落实好出示健康码、
扫场所码、戴口罩、测体温、保持一米
线距离等疫情防控措施。

2.主动了解国内城市最新公告病
例轨迹信息，对照查看是否与病例活
动轨迹有交集。如有以上情况，请做
好个人防护，立即向所在社区（村）、
单位或入住酒店报备，以便及早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避免造成疫情隐匿传
播。

3.请持续关注自身及同行者的健
康状况，如有发热、咳嗽、乏力、咽痛等
不适症状，及时戴好口罩前往发热门
诊就诊，就医途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如实告知医生个人史、接触
史等情况。

4.如果您的同行者一旦发现检测
结果阳性，请您随时关注自己的健康
码和核酸检测结果，有异样第一时间
主动报告社区。

如收到疫情防控提醒短信，健康
码变为“红码”“黄码”，要第一时间
向所在社区/村（宾馆、酒店）报备。

“红码”人员就地等待转运。“黄码”
人员一要立即主动向属地社区/村
（宾馆、酒店）报备，保持通讯畅通，
积极配合管理。二要戴好口罩，做
好 个 人 防 护 。 不 前 往 人 群 密 集 场
所，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三要及
时到“黄码”人员核酸检测定点医疗
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其他检测点不
检测“黄码”人员。若您已在封闭管
理区内，就在封闭管理区内完成核
酸检测。

（据健康成都官微）

省外来（返）蓉人员
落实个人疫情防控措施须知

蓉A、B、C类人才 可跨区域购买人才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