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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复”

应接
尽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新十条发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执行中坚决纠正简单化、“一刀切”，不搞层层加码

聚焦优化强调精准
而非完全放开不防

“概括来说，十条措施可以大
致分为两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李斌介绍：一类是聚焦优化，主要
是基于病毒特点和疫情形势，结合
近期各地疫情应对实践经验，对第
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部分措施的
进一步优化；另一类是强调精准，
针对当前防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对第九版
防控方案、二十条措施执行不到位
不准确等问题予以纠正，强调更加
科学精准。

李斌表示，各地要一揽子、一
体化统筹推进实施，优化调整的措
施按照新要求执行，未调整的措施
按照原方案执行，确保各项措施落
实、落地、落到位。

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指
出，这次的优化并不是完全放开不
防，是主动的优化而不是被动的，
是针对当前我国主要流行的病毒
变异株特点、疫情流行特征，通过
对疫情形势动态的研判，对现行防
控措施的成效评价，特别是对二十
条措施实施以后地方的有益经验
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等因
素，综合考虑所作出的。

如何恢复到疫情前生活？
有这些关键要素

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需
要哪些基本条件？梁万年表示，对
病毒和疾病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疾
病危害性的下降、有效的疫苗和药
物的供给，以及应急处置能力和救
治能力的提升等，都是恢复到疫情
前生活状态的一些条件，或者是关
键要素。

梁万年称，目前的新冠病毒更
加“温和”了；我国具有较高的接种
疫苗覆盖率；已具备包括中药、西
药等在内的生产供给能力；已形成
一套运行畅通的应急指挥体系和
协同机制；具备一批经验丰富的专
业人员和应急队伍，特别是基层的
防控和治理体系已得到优化和提
升；卫生系统的防控、救治能力也
有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
得以进一步提升。

“这些都为我们战胜疫情提供
了条件和支持。”梁万年指出，当
前，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病毒的变
异、重症和死亡的情况，要严防出
现医疗资源挤兑等问题，这些方面
我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有
些措施也在进一步加强。要继续
做好相关工作，包括加强疫苗接
种，加强药物研发、生产、储备，关

注病毒变异，优化完善医疗救治方
案和资源的准备，强化基层能力建
设，强化重点场所、重点人群保护，
加强宣传沟通，提升个人健康意
识。

慢性病非绝对禁忌
老年人疫苗接种应接尽接

当前，一些老年人特别是高龄
老人对于新冠疫苗接种的安全性
还存在顾虑。对此，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
工作组组长郑忠伟表示，根据中国
疾控中心对我国已经开展接种的
超过 34亿剂次、超过 13亿人的不
良反应监测发现，我国新冠疫苗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常年接种的一
些其他疫苗相当，而且老年人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略低于年轻人。

目前，我国已累计向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
22亿剂次的疫苗。郑忠伟介绍，全
球到目前为止，按照不完全统计，
60岁以上老人接种中国的新冠疫
苗已超过10亿剂次，都非常安全。

他同时指出，慢性病不是新冠
疫苗接种的绝对禁忌，只要控制得
好，处于稳定期，都可接种。“对于
老年人来讲，只要满足条件，一定
要加快接种新冠疫苗，做到应接尽
接。”郑忠伟说。

“新十条”要点

“新十条”重磅出炉，如何推
进落实？7日，广州市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卫健委副
主任张屹指出，坚决贯彻落实“新
十条”要求，持续全面优化各项防
控措施，更加科学精准防控疫情。

据通报，12月6日0时至24
时，广州市新增2992例本土感染
者，其中无症状和轻型2978例、
普通型13例、重型1例，无危重型
患者；全市当日出院（舱）10204
例 ，本 轮 疫 情 累 计 出 院（舱）
105038例。

非特殊场所
不查核酸、健康码

张屹表示，广州将继续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积极落实“新
十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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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严格落实将高风险

区精准划定至楼栋、单元、楼层
和住户的要求；不再采取临时封
控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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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返穗人
员不再开展落地检和“三天三
检”；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
接触者、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
例一般居家隔离，也可选择集中
隔离；密切接触者隔离期由原

“5+3”缩短至5天。
张屹还指出，广州将在强化顶

层设计的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网底”和家庭医生健康

“守门人”的作用，全面统筹辖区医

疗资源，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
诊疗模式，做好老年人、慢性病患
者、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基本公共
卫生和医疗服务，畅通转诊渠道，
不断提升发热门诊、ICU重症接
诊能力等医疗救治水平。加快推
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尤其提
升8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

购买37种药品
不再需登记身份证

现场，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副
局长丁力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市场监管部门坚决迅速贯彻落实
有关要求，市民群众购买37种《疫
情期间需实名登记报告药品目
录》药品，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均不再需要登记身份证等信息上
报。目前，全市7家重点药品生产

企业的库存量超1000万盒，并且
已储备了30天的生产原料。

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
市场监管部门着重在便利市场准
入准营、优化信用服务、实施包容
审慎监管三个方面，为企业排忧
纾困。对逾期提交2021年度报
告的企业，在今年底前完成补报
的，一律免予行政处罚。因未按
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满三年的企业，年底前暂
不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方便
企业融资贷款、参加竞标投标。

市属国企基本实现
全面复工复产

广州的国企多、体量大，如何
统筹做好国资国企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国企复工复产情况
如何？发布会上，广州市国资委

副主任崔彦伦回应称：“在抓社会
经济发展、维持城市正常运转方
面，我们及时启动应急保障机制，
通过封闭生产运作、保障供应链
稳定、优化排班等方式，最大程度
减少疫情给企业生产发展带来的
影响。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类企
业坚持不停工、不停产、不停业，
确保物资保供、城市能源、供水排
水、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等民生服
务供给稳定有序、安全顺畅。”

从总体来看，11月份广州国有
经济受到一定冲击，交通运输、房
地产、百货零售业及餐饮业受影响
较大，但生产经营总体平稳有序。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广
州市国资委及时做好人员调配、消
杀保洁、个人防护等措施，确保符
合复工复产条件的企业做到“能复
尽复”“应复尽复”。目前，市属国
企已基本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滚烫的锅底，蒸腾的热气，牛
肉毛肚一烫，烟火气又回来了！
随着广州市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的
落地，位于海珠江南西的一家火
锅店，生意又旺起来了。

“90后”赵玲是这家火锅店的
店长。复工后的这几天，店内食
客络绎不绝，测温、扫码、点餐、上
菜……赵玲和同事们几乎从早忙
到晚，停不下来。“虽然累一点，但
浑身充满干劲儿！”赵玲说。

据赵玲介绍，该火锅店于10月
24日暂停堂食，做了一个星期外卖
后，全部停业，一直到12月1日才复
工。“得知能够复工的那一刻，我太
开心了，立即通知员工回店进行消
杀、订购食材等工作，为第二天恢复
营业做准备。”赵玲说。

12 月 1 日上午 10 时，伴随着
一声声“欢迎光临”，火锅店重新
开门迎客。与以往不同的是，仅
半个小时后，店内就迎来了第一
位前来就餐的食客。“这么早就
有客人是我没想到的！往常一般
要等到中午 11 点半到 12 点才会
上客。”赵玲告诉记者，复工第一
天，店内很忙，高峰时段食客需
要在门口排队等待。到了晚上 8

时许，店内的部分食材就已经卖
完了。“当时还有一些客人进店
用餐，我如实说明了部分菜品售
罄的情况，有一位客人说：今天
有 什 么 就 上 什 么 ，很 久 没 吃 火
锅，太想念了。”

复工后的这几天，火锅店的
“人气”一直持续着。赵玲说，优化
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发展是个好消
息，再加上冬天是吃火锅的旺季，这
几天广州正好降温，店内每天的销
量较之前增加了大约25%。

赵玲从老家成都来广州打拼
已有 6 年的时间。她的住处距离
广州本轮疫情的“震中”康乐村仅
有1.5公里。她坦言，临时管控初
期，内心会有一点紧张，但通过和
同事们一起线上交流、学习业务
知识，很快就恢复了平常心。

“如今复工了，有活干，收入
就 有 了 保 障 ，我 就 不 需 要 愁 门
店租金、水电等成本问题了。”
赵 玲 告 诉 记 者 ，对 于 未 来 门 店
的生意，她很有信心，“我计划
在 店 内 推 出 一 些 优 惠 ，同 时 尝
试 做 一 些 冒 菜 外 卖 ，增 加 门 店
的收入，赚更多的钱。”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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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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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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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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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调整隔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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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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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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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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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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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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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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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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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进一步优化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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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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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布了进一
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的十条措施（简称“新十
条”）。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
锋在同日举办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这十条措施，是为了持续提高防控的科学
精准水平，执行中要坚决纠正简单化、“一

刀切”，不搞层层加码。各地要按
照要求，精准落实。

无症状和轻型病例可无症状和轻型病例可居家隔离居家隔离
来返穗无需落地检来返穗无需落地检““三天三检三天三检””羊城晚报记者 刘欣宇 林心怡 高焓

羊城晚报驻京记者 王莉

火锅店的烟火气又回来了

火锅店内热气升腾，人气回归 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实习生 石梦卓 摄

近日，记者在设于花都体育
馆的新华街新冠疫苗接种点看
到，现场井然有序，规范设置了
等候区、医生评估区、登记接种
区、观察区等区域，接种人群以
60岁以上老人和儿童居多。

88 岁的柯婆婆在家人和社
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该接
种点，接种新冠疫苗第三针。“社
区上门接送，我们老人接种特别

方便！”柯婆婆笑着说。
该接种点负责人杨文贤告

诉记者，现在每天平均有 1400
位老人前来接种疫苗。“目前，接
种点 5 种常用疫苗场馆均有配
备，市民可自行选择。各村、社
区都有安排专人专车负责接送
老人家，现场还会安排工作人员
全程跟进。”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羊城晚报讯 7 日，“新十条”发
出后不久，各地各单位迅速传达落
实。铁路部门发布消息称，按照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防控政策要求，
自即日起，购票、乘车及进出站停止
查验 48 小时核酸证明和健康码。

广州白云机场方面也宣布，不再查
验旅客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

7 日晚，广州地铁最新通报称，
地铁线网及有轨电车进站时无需扫
车站场所码及查验健康码，乘客乘
车时请做好个人防护，全程规范戴

好口罩。
地标景点方面，广州塔表示，即

时起市民游客前往参观，不再查验
健康码，无需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此外，海心桥即日起重新开
放。（李志文 徐振天 李焕坤）

广州各区加快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

服务延伸至“最后一米”
统筹/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新十条”中强调，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近
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广州多区，在多个疫苗接种点看到，各
区多措并举推进应接尽接，前来“种苗”的老年人明显增多。

记者走访越秀区东山街的
疫苗接种点时看到，设置在东
湖公园外的这一接种点，不断
有长者前来注射加强针。据了
解，越秀区建立各社区 60 岁以
上实有居住人口的新冠疫苗接
种台账，从数据库定期导出居
民疫苗接种信息，由各街道通
过上门、短信、电话等方式通知
接种人员“到时接种”。通过不
断优化组织发动和服务保障方
式，持续提升疫苗接种工作“速
度”“温度”。

为鼓励老年人就近接种，越
秀区还根据60岁以上长者的活
动特点，在公园、白云山脚等区
域，动态增设调整小型接种点、
集装箱接种点，并安排接种专车
等，强化服务保障。

与此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加
大疫苗知识科普力度，也有效增
强群众接种意愿。在采访中，不
少长者都表示，在街道工作人员
上门科普和医生释疑后，他们对
疫苗接种更放心了。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公园山脚动态设点

流程顺畅“即来即打”

记者近日走访海珠区设在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新冠
疫苗接种点时，遇到了前来接种
第三针的梁伯和他的老伴阿
芬。两位老人均超过 80 岁，他
们说：“接种第二针时，医生就叮
嘱我们 12 月要记得打第三针。
时间刚到，我们就过来了。”

该院健康管理科主任王丽
姿介绍，12月以来，接种新冠疫
苗的人数相较以往有明显增
加。仅 1日至 5日，接种人数就

超过 1500 人，其中近八成是老
人和小孩。尽管接种人数增加，
现场的 4 个接种窗口依然运行
顺畅，基本实现“即来即打”。

针对老年群体，该接种点在
一楼特设长者留观专区，配备饮
水区、洗手间等服务设施。

记者在现场看到，扫码测
温、健康状况评估、开单接种
……从进门到接种，一系列流程
下来，接种者只用了十来分钟。

羊城晚报记者 邹丽珍

“送苗上门”便利老人

在黄埔区长岭街道水西村
元贝社区老人安置区，75 岁的
古琼芝于 6 日完成了第三针新
冠疫苗的接种。记者了解到，为
方便老人家接种新冠疫苗，长岭
街道联合长岭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以辖内 7 个老人安置区、
两所养老机构为重点对象，逐个
开设老年人接种专场。

目前，黄埔区有新冠疫苗接
种点 24 个，覆盖全区 17 个街
镇。各接种点组织接种小分队
到辖区内楼盘、社区（村）设置临
时接种点，推出街镇专车接送、

设置加强针专场或老年人接种
专场等便利措施，并对失能、半
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接种服
务，把新冠疫苗接种的暖心服务
延伸到“最后一米”。

“我们为老年人接种提供现
场健康评估，配备急救人员、药
品、车辆和绿色通道，切实做好医
疗保障。”长岭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张治金说。通过
科普宣传、入户走访、健康评估、
上门接种等暖心服务，鼓励适合
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应接尽接”。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柳卓楠

专车接送专人陪护

黄埔

海珠

越秀

不再验码！

7 日晚，广州市越秀区西门口地铁站，工作人员撕下
场所码贴纸，乘客过安检时无需再出示健康码

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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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卫健委广州市卫健委：：落实落实““新十条新十条””，，
更加科学精准防控疫情更加科学精准防控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