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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通报

11月30日社会面新增61例
张屹通报，11 月 30 日 0 至 24 时，广州

市新增6312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社会

面发现61例，其余均在隔离观察、高风险区

筛查或闭环管理重点人员检测中发现。新

增感染者中无症状 5629例、轻型和普通型

682例、重型1例，无危重患者。30日，全市

当日出院（舱）8139例，本轮疫情累计出院

（舱）49544例。

张屹表示，广州市目前疫情多点、多

链、多区，病例数仍处高位，绝大部分个案

仍集中在海珠区，全市疫情以中心城区为

主，点状散发与聚集性并存，人员密集的城

中村一直是疫情传播的重点区域，防疫形

势依然复杂严峻。

最大程度减少给群众带来不便
张屹表示，广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防控工作稳中求进，防控政策持续优

化，不断加强对重点人群和脆弱群体的保

护，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结合不同时期疫情形势

特点，不断摸索行之有效、适用于广州的防

控策略。

张屹说，针对当前疫情，广州认真落实

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优化疫情防控“二十

条”，进一步完善广州市疫情防控措施。各

区结合自身实际，相继解除临时管控，除高

风险区外，有序恢复公交、地铁等公共交

通，最大程度减少因疫情给群众带来的不

便，全力提供医疗保障服务，为经济社会发

展保驾护航。

科学精准划定高风险区
张屹强调，广州市对高风险区继续落

实防控措施。根据防控方案第九版和二十

条要求，对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险区做到

应解尽解、应解快解。按照核酸检测、流调

结果做好风险研判，切实把该管住的管住，

该落实的落实到位，该取消的坚决取消，11
月30日全市调整新增高风险区283个，“这

是 11月 30日公布的 5条措施中关于‘科学

精准划定高风险区’的体现”。

海珠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傅晓初介

绍，11月 30日海珠区解除了区内所有临时

管控区；瑞宝、南石头等 13条街道的 66个

高风险区调整为低风险区；康鹭、后滘、台

涌等高风险片区以单元、楼栋为单位重新

划定高风险区。目前，全区现有高风险区

8368个，其余区域均按低风险区管理。

所有高风险区继续落实“足不出户，上

门服务”，连续5天未发现新增感染者，降为

低风险区。“疫情防控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

工程，管控和解封是动态调整的，我们的防

控措施也是一以贯之的。”张屹说。

广州防控
是否有放松的导向？

广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张

周斌表示，解封并不意味着解防，

“各区解除对临时管控区的管理，

是坚决落实国家优化疫情防控二

十条措施的具体举措，同时，也是

尽最大努力减少给群众带来的不

便。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总的

来说，是对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需要检测更科学，处置更

精准。”

核酸检测策略
有哪些调整？

张屹表示，广州分类实施核

酸检测，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

的核酸检测策略。按照第九版防

控方案确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

重点人员开展规定频次的核酸检

测，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落地

检”。根据市民出行、就医等日常

需求，做好核酸“按需检测”服务

保障。各区根据辖区内人员分

布、人口密度等实际情况，合理设

置一定数量的便民采样点；鼓励

家庭自备抗原试剂盒。

张周斌指出，不按行政区域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不代表不开展

核酸检测，而是优化为：对风险岗

位、重点人群分类开展固定频次

的检测；对重点机构开展抽样检

测；对工作生活有需要的市民开

展便民检测。“其实就是用监测的

思维和便民的手段，筑牢第一道

防线，实现疫情的早发现。”

核酸检测有何调整？重点场所如何防控？来穗政策是否有调整？广州市卫健委：

广州抓紧修订出台优化防控相关政策
高风险区如何精准划定？

核酸检测策略有何调整？疫苗
接种怎样持续推进？来返穗政
策是否有新的调整？12月1日，
广州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屹就上
述等问题作了相关介绍，并透露
广州正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
施，各相关部门正抓紧修订出台
相关政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摄影：新快报记者 邓迪 龚吉林 毕志毅

●焦点问题

密接甄别有何调整？
张周斌指出，对于疫情的应急

处置而言，也是在快速流调的基础

上，更强调精准性。他举例说，对

密接的甄别，更倾向于接触比较密

切、感染风险更高的人员，比如同

吃、同住、同工作、同娱乐、同行和

同聊天等“六同”人员。

对风险区域的划定也需要综

合性地考虑传播风险，原则上以同

一进出口的单元、楼栋为单位，精

准划定高风险区。“这些做法的目

的就是为了提升流调成果的转化

效率，实现快转快管、快封快解，最

大程度降低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

响。”他指出，因此，疫情防控还会

继续，我们也将持续以更科学的方

法、更精准的方式守护羊城健康。

疫苗接种如何推进？
张周斌指出，广州市老年人的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还是比较

低，不利于预防感染后的重症。

因此，之前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的老年朋友，还是推荐及时接

种；完成第二剂次接种超过3个月

的，也推荐大家及时完成加强免

疫接种，“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

新冠、流感、肺炎等疾病叠加感染

的风险”。

张屹说：“根据国家联防联控

机制统一部署，我市将继续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通过设立绿

色通道、临时接种点、流动接种车

等，重点做好老年人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

重点场所如何防控？
张屹表示，广州加强重点场所防

控。在养老机构、福利机构、母婴照护

服务机构等重点场所，近期继续实行封

闭管理，每天对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开

展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疫情，及时开展

排查处置。

她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时刻做好个

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进入公共

场所时配合落实测体温、扫场所码，凭

健康码绿码进入。

老年人如何做好防护？
张周斌说，随着天气变冷，到了常

见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老年人要加

强保暖，不要着凉，出门更要戴好口罩，

减少不必要的感染。

“事实上，很多呼吸道感染是可以

有效预防的。”张周斌指出，目前广州

市65岁以上户籍老人的流感疫苗免费

接种正在进行中，大家可以按需接种；

而同步接种肺炎疫苗也可以有效预防

肺炎链球菌引起的肺炎。

来（返）穗政策是否有调整？
张屹说，来（返）穗人员主动进行健

康申报，省外来（返）穗人员继续实施

“三天三检三不”措施，即抵穗后3天内

每天核酸检测，期间不聚集、不聚餐、不

前往人群密集场所。离穗人员仍须查

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当前，广州正进一步优化完善防

控措施，各相关部门正抓紧修订出台相

关政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请市民朋友留意相关部门的权威发

布。”张屹说。

■12月 1日早上，海

珠区细岗肉菜市场恢

复正常营业，市场门

口有工作人员引导市

民扫码入场。

■1日，海珠区公交恢复正常运行。 ■1日，天河区餐饮单位恢复堂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