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2年11月6日 星期日 责编：梁胤馨 美编：郑理文 校对：池翠萍

200台大巴3条路线保障考后疏运
在11月5日上午举行的广州市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教育局副局

长陈学明表示，在海珠区成人高考报名

考生 1.56万人，考点 23个，考场 526个，

备用隔离考场 69个，未设置高校考点。

针对海珠区临时交通管控，11月5日、6
日上午 6时至 9时，海珠区内地铁、公交

车、共享单车可提供正常服务。据介绍，

考前，市、区招考办已通过官网发布、短

信提醒、电话通知等方式，提醒考生关注

最新变化、预备充足时间、做好路线规

划。

陈学明特别提醒考生，为减少人员

流动，提倡自备午餐，在考点指定位置就

餐和休息，尽量不考虑周边外卖。各考点

也将提供食品、饮料备用，做好兜底保障。

陈学明表示，考试当日结束后，有关

方面已调配200台大巴作为各考点的运

输保障力量，在离各考点最合理的位置

划定乘车点和停车区，设计3条专属行车

路线，在主要交通站点停靠，供考生选

择。同时，调配共享单车、出租车、网约

车前往各考点附近，做好考后疏运，确保

考生顺利离开考点。

有考点开放午休场地提供简餐
5日，在广州市南武中学北校区成人

高考考点，南武中学副校长陈碧宇说：

“我们考点有 24 个考场，总共 720 个考

生，实到考生 518人，其中开了 2个隔离

考场，有6个学生使用了隔离考场。”4日

23时-24时，该校安排了老师拨打考生

电话，提醒他们留意短信通知，提前了解

交通管控情况以及规划出行方式，以便

准时赴考。“考生普遍反映出行顺畅，没

有因为管控而影响到考试。”陈碧宇说。

陈碧宇说，考生在进入考场前，需

要扫描二维码，扫完会有四种出行方式

供考生选择，分别是专车专线、网约车、

家人接送、自助等方式。除了交通安排，

在中午时分，该考点开放了午休场地。

考生可以选择留在考点就餐，也可自行

外出用餐。考点为每位考生免费提供一

袋蛋糕、一瓶矿泉水。

4日新增746例本土感染者
张屹通报，11月 4日 0至 24时，广

州市新增746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

有8例社会面新增感染，其余均在隔离

观察或高风险区发现。

其中，海珠区单日新增627例。张

屹表示，感染者绝大多数仍然分布在

凤阳街、赤岗街等中高风险区内，说明

划定管控区域内的隐匿传播链条未完

全阻断，人群仍有流动交集，疫情仍未

完全控制。当前的关键是降低人员流

动带来的区内反弹、外溢扩散和区外

输入风险。

近三天已转运3.1万人
张屹通报，近期海珠区单日新增感

染者连续走高，管控区域内新增感染人

数持续攀升，对稳控全市疫情带来较大

阻力。为尽快控制疫情，全省统一调

配，兄弟城市大力支持，广州加大转运

隔离力度，近三天已转运3.1万人。

经专家研判，为有效阻断疫情传

播扩散风险，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

零，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11月 4日晚海珠区发布 7
号通告，决定从11月5日0时至11月7
日 24时，利用三天时间全面强化社会

面防控措施，力争稳控当前疫情。

张屹呼吁，海珠区内的市民朋友

们，请严格遵守通告要求，最大限度减

少流动，不串门、不扎堆；除了接受核

酸检测和紧急就医外，每天每户可一

人分时有序外出，购买生活用品，或领

取无接触式配送物资，尽量缩短外出

时间；收到转运隔离通知的市民朋友，

请听从工作人员的现场指挥，做好个

人防护，加快转运速度，提高防控工作

效率。

10月22日来广州累计报告感染者3732例，近三天已转运3.1万人

广州面临抗疫三年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
10月22日以来，广州累计报告

本土感染者 3732例，海珠区 2370
例，占比64%。11月5日，广州市政
府新闻办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屹公布了上述
数据。她表示，当前广州正面临抗疫
三年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希望
广大市民朋友以实际行动支持当前防
控措施，充分利用这几天时间，以最小
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管控期间，如您遇到生活保障、看病

就医需求，请与社区网格员联系；如遇到

意外伤害、临产、中毒等紧急事件，请立即

拨打120医疗急救热线电话。同时，广州

将根据需要，在管控区域内开设临时医疗

点，安排驻点医疗队进驻，实行24小时轮

值。患者经评估确需外出就医的，将组织

专车转运至定点医院，切实保障急危重患

者的救治、满足特殊群体的就医需求。

张屹坦言，当前广州正面临抗疫三

年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希望广

大市民朋友，一定要了解当前形势，配

合防控大局，合理安排工作生活，以实

际行动支持当前防控措施。“希望我们

能充分利用这几天时间，以最小的代价

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防住疫情、

稳住经济，实现安全发展目标。”

11月 4日晚海珠区发布了《关于强

化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7）》，利

用三天时间全面强化社会面防控措施，

严格控制人员流动。此举出于何种考

虑？对此，广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张

周斌指出，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

虑。

一个是从海珠全岛的疫情防控形

势来看，张周斌表示，虽然近几日海珠

区新增病例，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高风

险区域内，但新增数量比较多，且人口

密集，加上区域内行业特点，导致这个

区域管理难度非常大，疫情外溢风险不

断增大，周边区域陆续出现散发疫情。

此外，由于海珠岛和广州其他区在

工作和生活上联系非常紧密，这些散发

疫情也导致周边一些区近期出现了关

联疫情。因此，对于海珠全岛而言，防

止疫情向外扩散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从全市疫情防控形势来看，

全市其他部分区域也持续存在着外

地输入疫情和一些仍在处置当中的

本土疫情。同样，由于海珠同广州

市其他区域以及外地的紧密联系，

岛外疫情向岛内输入的风险也持续

存在。

张周斌认为，基于以上这些考虑，

海珠疫情的处置，既要外防输入又要内

防反弹，还要严防扩散。经省市专家研

判，海珠区发布了针对全岛的、强化社

会面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目的就是为

了尽快切断疫情传播链条，阻断社区传

播，尽快控制疫情。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彦川介绍，

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会同市生活物资保障组各成员单位和海

珠区，采取有力措施，强化联保联供，全

力做好市场供应。重点抓好三个方面：

一是调动物资，保证货源充足。一

手抓社会面八大类生活必需品供应，一

手抓重点区域精准服务，协调各成员单

位提早响应、提早准备，迅速完成了人、

货、物的集结，以最短时间形成多维度

保供局面。

二是畅通通道，提升保供效率。市、

区两级商务部门和保供应企业建立24小

时沟通机制，连夜收集汇总应急保供单

位车辆、人员信息，为多家物资供应、线

上平台等企业，加急办理进入海珠区的

通行证，解决好增配物流投递力量、运输

车辆出入等问题，确保各环节链条畅通，

保证物资供得进、市民拿得上。

三是加强监测，处置应急保供。海

珠辖区内的粮油肉菜供应、商超农贸等

原有生活物资供应点正常运行。广州市

商务局将持续加强对全市重点生活必需

品供应的市场监测，跟踪重点区域内供

应点情况，不间断组织在最短时间补货。

陈彦川呼吁，请广大市民朋友按照

人员流动要求，就近在区域内的现有门

店，或者线上平台采购。广州的肉、菜、

水产品、米面等民生用品保障充足，请

广大市民切勿恐慌，做到理性采购。

广州市海珠区常务副区长傅晓初

回应，7号通告发布后，目前海珠区社会

面平稳有序。人员流动方面，市民除接

受核酸检测和紧急就医等外，原则上非

必要不外出，每户每天安排 1人分时有

序外出购买生活物资或领取无接触式

配送物资。确有保障城市运行、医疗、

应急和疫情防控等任务需要执行的车

辆和个人，可以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和相关工作证件跨区通行，其他车辆

（电动车、自行车）原则上不流动，其他

人员居家办公。

交通出行方面，海珠区内地铁、公

交站点暂停服务，相关线路已调整。为

保障成人高考、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考试等考生需要，地铁、公交车和

共享单车11月5日、6日上午6时至9时

正常服务。考试当日结束后，各考点会

安排专车转运疏散考生。区内出租车、

网约车正常提供服务，市民如需紧急出

行，可选择搭乘。

除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

水、电、燃油、燃气、通信、环卫、粮油肉菜

供应、生活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

疗机构、餐饮类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

务）等行业和场所正常运行外，其余经营

性场所一律暂停营业。傅晓初表示，市

场监管部门会加强巡查检查，对不遵守

相关规定的市场主体予以查处。全区物

流配送、快递外卖业务正常运转。

■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邓迪

●管控期间遇紧急事件怎么办？

即刻拨打120，管控区域内开设临时医疗点

●海珠区社会面情况如何？

整体平稳有序，区内出租车、网约车正常服务

●物资保障情况如何？

商超农贸等生活物资供应点正常运行

●海珠区为何严控人员流动？

广州市疾控详解来了

焦
点

广州海珠全力保障成人高考顺利进行
11月5日是2022年全国成人高等

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成人高考”）

开考首日。今年，广州市报考人数

14.57万人，占全省22.3%，全市11个区

共设考点 133 个，备用考点 36 个。同

日，也是海珠区实行临时交通管控的首

日。为保障成人高考考生需要，11月5

日、6日上午6时至9时，海珠区内地铁、

公交车、共享单车可提供正常服务；同

时，调配200台大巴设计3条专属路线

保障考生考后疏运。

■新快报记者 邓善雯 陈慕媛
通讯员 叶丽丽 何敏姬

●发布释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