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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根据

当前疫情形势和病毒变异情况，

为更加科学精准防控，切实解决

防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7日公

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通知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

十条优化措施、执行本通知要求，

坚决纠正简单化、“一刀切”、层层

加码等做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抓严抓实抓细各项

防控措施，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是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

域。按楼栋、单元、楼层、住户划

定高风险区，不得随意扩大到小

区、社区和街道（乡镇）等区域。

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

二是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

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

少频次。根据防疫工作需要，可

开展抗原检测。对高风险岗位从

业人员和高风险区人员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核酸检测，其他人员愿

检尽检。除养老院、福利院、医疗

机构、托幼机构、中小学等特殊场

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不查验健康码。重要机关、

大型企业及一些特定场所可由属

地自行确定防控措施。不再对跨

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

三是优化调整隔离方式。感

染者要科学分类收治，具备居家

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

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

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居家隔离

期间加强健康监测，隔离第6、7天

连续2次核酸检测Ct值≥35解除

隔离，病情加重的及时转定点医

院治疗。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密

切接触者采取5天居家隔离，也可

自愿选择集中隔离，第5天核酸检

测阴性后解除隔离。

四是落实高风险区“快封快

解”。连续5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的

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

五是保障群众基本购药需

求。各地药店要正常运营，不得

随意关停。不得限制群众线上线

下购买退热、止咳、抗病毒、治感

冒等非处方药物。

六是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各地要坚持应接尽

接原则，聚焦提高60-79岁人群

接种率、加快提升80岁及以上人

群接种率，作出专项安排。通过

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临时接种

点、流动接种车等措施，优化接种

服务。要逐级开展接种禁忌判定

的培训，指导医务人员科学判定

接种禁忌。细化科普宣传，发动

全社会力量参与动员老年人接

种，各地可采取激励措施，调动老

年人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七是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情况

摸底及分类管理。发挥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网底”和家庭医生健康

“守门人”的作用，摸清辖区内患

有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糖尿

病、慢性肾病、肿瘤、免疫功能缺

陷等疾病的老年人及其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情况，推进实施分级分

类管理。

八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和基

本医疗服务。非高风险区不得限

制人员流动，不得停工、停产、停

业。将医务人员、公安、交通物流、

商超、保供、水电气暖等保障基本

医疗服务和社会正常运转人员纳

入“白名单”管理，相关人员做好个

人防护、疫苗接种和健康监测，保

障正常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

水电气暖等供给，尽力维护正常生

产工作秩序，及时解决群众提出的

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满足疫情处置

期间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九是强化涉疫安全保障。

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

单元门、小区门，确保群众看病

就医、紧急避险等外出渠道通

畅。推动建立社区与专门医疗

机构的对接机制，为独居老人、

未成年人、孕产妇、残疾人、慢性

病患者等提供就医便利。强化

对封控人员、患者和一线工作人

员等的关心关爱和心理疏导。

十是进一步优化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各地各校要坚决落实科

学精准防控要求，没有疫情的学

校要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

校园内超市、食堂、体育场馆、图

书馆等要正常开放。有疫情的学

校要精准划定风险区域，风险区

域外仍要保证正常的教学、生活

等秩序。

优化防控措施 拒绝层层加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权

威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就

公众关心的问题接受采访。

问：若居家时出现类似于感

冒的症状，如何判定是否感染了

新冠病毒？感染了如何应对？

王贵强：从当前全国病例来

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后以上呼吸

道症状为主，重症化的比例明显降

低。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逐渐形

成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病毒致病

力下降。

我们强调分层诊疗和救治，

一般病人可居家观察治疗，重症

或有重症风险的病人需到医院进

一步诊治。居家时若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可用解热镇痛药，物理

降温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

中药、抗病毒药等，同时建议抗原

自测。

做完抗原检测后，如果是阳

性应及时上传报备，并密切监测

自己的身体状态，观察是否有异

常症状，如果有明显的病情变化，

比如呼吸困难、气短、基础病加重

等，要及时跟社区医生联系报备，

必要时到医院进一步诊疗救治。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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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7

日电 为做好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工作，全力保障高龄合

并基础疾病等重症风险较

高的感染者及时救治，构建

更加科学有序的就医秩序，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12月7日发布《以医联体

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分级

诊疗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指出，构建新

冠肺炎相关症状患者分级

诊疗服务网络。统筹现有

医疗资源，以地级市、县为

单位，按照分区包片原则，

规划覆盖辖区内所有常住

人口的若干网格，每个网格

内组建1个医联体（包括城

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

体），或依托现有医联体将

辖区内所有居民纳入管

理。科学统筹亚定点医院、

定点医院和医联体之间的

空间布局，明确高水平三级

医院作为医联体外部协作

医院，建立对应转诊关系，

畅通双向转诊机制，实现发

热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患

者的基层首诊、有序转诊。

工作方案提出，明确分

级诊疗流程。以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为重点引导患者

基层首诊。发现患者有新

冠肺炎相关症状时，家庭医

生应当指导其到签约服务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

镇卫生院发热诊室（门诊）

就诊；若患者病情超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能力，则

应当在医联体牵头医院指

导下，及时转诊至有相应诊

疗能力的医疗机构。

晨报讯（记者 于婧媛）昨晚，

厦门市卫健委发布通告，自12月8

日起，所有前往全市医疗机构就

诊的患者必须持48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如无核酸阴性证明，则需在

医疗机构立即进行核酸或抗原检

测，检测后方可进入门诊缓冲区

就诊。

构建新冠肺炎
分级诊疗网络

问答

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

行新闻发布会，就“新十条”出台

的背景、防控措施优化重点、药品

和疫苗等热点问题作出权威解

读。

药品储备和保障情况：

保证可及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

司长郭燕红介绍，部分新冠病毒

感染者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等症

状，可以使用退热药、止咳化痰药

物等进行对症治疗。对普通型或

者有进展为重症风险因素的患

者，可以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但

抗病毒药物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

服用。此外，中药在病毒性感染

治疗过程中有独特的优势。

郭燕红表示，基层医疗机构、

药品零售网点等会按照工作部署

做好相应准备，保证药物可及性，

公众没有必要去抢购和囤积。

发热门诊是鉴别发热患者是

否感染新冠病毒的一个重要场

所。郭燕红说，按照发热门诊的

设置要求，二级以上医院要做到

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全天候开

放；医疗机构和地方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公开发热门诊的地址、

电话，让公众能第一时间获取发

热门诊开诊情况。

老年人接种疫苗：

获益大于风险
“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非常

安全，接种以后获益远大于风

险。”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

心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

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

长郑忠伟介绍，通过对34亿剂次、

超过13亿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

不良反应监测发现，我国新冠病

毒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其他

一些疫苗相当，老年人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略低于年轻人。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不

是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绝对禁

忌，只要这些慢性病控制得好，可

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郑忠伟

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如何判定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厦门:今日起看病需持48小时核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