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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 8 日从中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以下简称

“中山三院”）获悉，11月 7日，由
该院全面负责的广州市黄埔方舱
医院，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出院。

10月 29 日，按照省、市有关
部门统一部署，由中山三院作
为托管医院，迅速组织团队进
驻广州市黄埔方舱医院。抗疫

“老将”，中山三院党委委员、感

染科教授崇雨田担任总领队。
截至目前，中山三院已经派出
273 名队员，全面托管黄埔方舱
医院。

（刘欣宇 周晋安）

●7日0时至24时，广州市新增2377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
●海珠、白云部分区域经研判符合条件后实施降级或者解隔

广州卫健委提醒：
“解除”不等于“解防”

广州海珠：

每户每天一人凭卡出小区
雨天做核酸及时更换口罩

广州黄埔方舱医院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出院

羊城晚报记者 刘欣宇
谭洁文 梁怿韬 邹丽珍

羊城晚报讯 记者邹丽珍报
道：日前，广州市海珠区发布了
《海珠区关于加强社会面疫情防
控措施的通告（八）》。围绕大家
关注的居家隔离如何做好个人防
护、雨天测核酸需要注意什么等
问题，海珠区进行了答疑。

问：海珠区加强社会面防控
措施期间，出入物业小区，需要
注意哪些防疫规定？

答：一户一卡，凭卡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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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缩短外出时间。进入
小区请配合测温、扫场所码和查
验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等防疫措施。

问：临时管控区解封后，是不
是就没感染风险了？有什么需要
特别注意的？

答：“解除”不等于“解防”。

目前，解除临时管控的区域，周
边仍有一些高、中风险区，而且
与海珠交往密集的市内其他部分
区域仍有散发或聚集性疫情，市
民朋友还是要时刻保持风险意
识，不要急于往区外活动，严格
执行足不出区和错峰取物的措
施，坚持做到不串门、不聚集、不
扎堆。

问：集中隔离后转为居家隔
离，个人防护需要注意什么？

答：不论您的家是在风险区
域内还是非管控区，都一定要严
格居家不外出。取快递、丢垃圾
这些日常家务，也建议由家人代
劳，采取无接触的方式。另外，
在居家隔离期间，一定不要下楼
做核酸检测，必须致电社区人
员，保证上门单采单检。

问：目前社会面传播风险依
然存在，市民朋友应如何防范？

特别是到过或居住在中高风险区
域周边的居民，要注意什么？

答：中风险区域周边及非风
险区域的社会面传播风险依然存
在。无论您身处管控区还是常态
化区域，请时刻保持风险防范意
识，切勿掉以轻心；尤其是近期
到过或居住在中高风险区域周边
的居民，或与中高风险区域内人
员有过接触的市民，要加强核酸
检测和自我健康检测，最大限度
减少流动和接触。

问：雨天在户外做核酸检测，
需要注意什么？

答：大家一定要继续戴好口
罩，保持距离，如果口罩被雨水
打湿或者使用时间超过 4 个小
时，大家记得及时更换，确保防
护效果。

问：高风险、中风险区和临时
管控区孕产妇如有就医需求，应
该怎么办？

答：孕产妇主动完成“穗好
孕”小程序居家建档和孕期情况
登记，完成后请注意接听医务人
员的联系电话，告知相关孕情与
就医需求，医务人员也会定期进
行线上孕产保健指导、远程心理
疏导等服务。

隔离期间就医需上报社区三
人小组，也可拨打海珠区孕产妇
医疗保障专线：84401945（9 时-
17 时）；19157436538（17 时 - 次
日 9 时），医疗救治组 24 小时值
班热线电话：18998822336，紧急
情况拨打120。

问：管控期间，可以户外运动
吗？

答：市民除购买生活物资或
领取无接触式配送物资、接受核
酸检测和紧急就医等，原则上非
必要不外出，可转为居家锻炼。

工作人员为重点关怀对象送去物资（资料图）

11 月 8日，广州市新闻办召
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广州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屹现场
通报，11 月 7 日 0 时至 24 时，
广州市新增 2377 例新冠病毒
本土感染者，17 例在社区筛查
或主动就诊发现，其余均在隔
离观察或高风险区发现。新增
感染者中无症状 2263 人、轻型
113 人、普通型 1 人。以上感染
者均已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亚
定点医院或方舱医院隔离观察
治疗，情况均稳定，无重症、危重
症患者。

广州海珠：
继续强化社会面管控措施
派发出入卡减少人员外出

张屹通报，海珠区单日新增
2212例感染者，仍主要集中在凤
阳街康鹭片区，近期散发阳性个
案涉及管控区外的高职院校等重
点场所，目前正在全力处置中。

广州市海珠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傅晓初介绍，海珠区针对
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动态调整
封控区域风险等级。从 7 日 24
时起，海珠区陆续解除了赤岗、
新港、南华西等 8个街道部分区
域临时管控措施，其中包括前期
管控区域较大的江海街红卫片
区。

海珠区持续强化社会面管
控措施。对全区 415 个物业小
区、207 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开展
督导，通过派发出入卡等形式，
减少人员外出。对布匹市场周
边，尤其是新滘路、新港路、广州

大道、东晓南路、工业大道等主
干道沿线，以及未纳入管控范围
的城中村等重点部位加大管控
力度。分组分片对园区、商铺、
市场等场所开展全天候巡查监
管，确保除生活必需品经营场所
外的其他场所都暂停营业。

同时，海珠区为区内各保供
企业开办车辆通行证 470 张，全
区每天有 6000 多名快递小哥在
岗派送物资。海珠区开通 36 条

“红棉守护热线”，为困难群众提
供送医送药等帮助，已累计提供
线上咨询9350人次，提供线下紧
急援助3849人次。同时，组建由
社区心理咨询师和三甲医院精
神科专家组成的心理服务团队，
已为 51位居民群众提供心理疏
导服务。

荔湾白云：
区域疫情风险依然存在
坚持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张屹通报，荔湾区的西村街
近日发现数例核酸检测结果异
常，波及范围有扩大趋势。

白云区的均禾街、嘉禾街管
控区内仍有病例出现，区域疫情
风险依然存在，云城街、鹤龙街
有感染来源不明的散发个案，目
前坚持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降级解隔：
努力做到条件成熟就解封

最大程度降低影响

张屹指出，对照各级相关防
控要求，专家研判，近两天海珠
区的赤岗、南洲、江海等 11条街
的部分管控点、片区，以及白云
区的嘉禾、均禾、黄石等 11条街
的部分管控点、片区，实施降级

或解隔。
“以上降级解隔的点和片区

大多分布在本轮疫情的早期‘震
中’部位。整体上看，虽然这些
街道辖区内新增阳性感染者仍
有发现，但局部分析，以上区域
居民规范落实管控措施，符合规
定的降级解隔条件。我们在全
力处置疫情的同时，努力做到条
件成熟一个解封一个，不犹豫、
不拖延，最大程度降低疫情给居
民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张屹
表示。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委书记张周斌提醒解除临时
管控区域人员，“解除”不等于

“解防”。整个海珠岛的风险依
然较高，解除临时管控的区域，
周边仍有一些高、中风险区。解
隔区域人员不要放松警惕，不要
急于往区外活动，严格执行足不
出区和错峰取物的措施，坚持做
到不串门、不聚集、不扎堆。

张周斌提示，已经结束集中
隔离、转入居家隔离的市民，居
家隔离期间一定不要下楼做核
酸，必须致电社区人员，保证上
门单采单检。要严格居家不外
出，取快递、丢垃圾这些日常家
务建议都由家人代劳，采取无接
触式的方式。

广州地铁：
40个站停止对外服务
海珠有轨电车全线停运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蔡昌俊介绍，广州地铁线
网目前运作平稳有序。广州地
铁强化公共空间和设施设备的
通风、消毒，严格落实乘客扫场
所码进站工作，对黄码人员采取
引导核酸检测措施，对红码人员

则引导至留观区并联系属地“三
人小组”处置。

截至发布会进行时，广州地
铁有 40座地铁站执行停止对外
服务，江夏和大沙地 2座车站关
闭部分出入口，海珠有轨电车全
线停运。蔡昌俊介绍，为减少停
运对乘客的影响，广州地铁将做
好相关指引工作，特别是对于对
外停止服务但对内保留换乘功能
的换乘站点，在乘车路径的关键
位置加派人手，做好换乘指引。

蔡昌俊表示，广大市民可根
据地铁相关公告信息，提前安排
好出行时间和线路，如有疑问可
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致电地铁
服务热线96891。

广州公交：
近期出门若坐公交

需提前了解实时线路运营

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海燕介绍，截至
发布会进行时，除海珠全域和部
分白云区涉疫地区公交服务采
取临时管控措施外，该集团的其
他公交服务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目前，公交集团 1.3 万台公
交车每日进行一次全面消毒，其
中有 6850 台公交车辆消毒频次
根据疫情所在区域要求提高至
每日2次。根据交通部门管控措
施的变化，公交集团还通过临时
跳站、线路截短、暂时停运等方
式调整涉疫区域的公交线路运
营，并根据管控措施的调整及时
恢复运营。公交集团将通过微
信公众号、公交社区等平台发布
线路调整信息。

张海燕提醒，乘客乘坐公共
交通出行前，请提前了解实时线
路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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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我国极为宝贵的资
源，更是我国粮食安全的

“压舱石”。近年来，广州市扎
实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整治工作，在调查摸底基础
上，围绕遏制增量主题，提升
广大群众保护耕地的意识，坚
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

为。
自 2022 年 8月起，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分别于南沙
区、白云区、从化区、增城区开
展了四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整治工作专项宣传活动，进
一步提高了乡村耕地保护认
识，杜绝新增违法行为发生。

9 月 21 日，在从化区，一场
别开生面的耕地保护宣传教育
在鳌头镇横坑村展开。

一大早就到村中心散步的
王阿姨，一边认真地阅读着宣传
册子上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
准”的宣传漫画，一边和身边的
王大爷聊着：“我们即使在自己
家的地里也不能乱建，前几天我
回老家，有一家没有经过申请审
批，就在自家的耕地上建起了房
子，很快就被拆了，和这上面宣
传的政策是一样的……”利用宣
传册、海报等宣传只是广州市开
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工作专项宣传活动的众多宣传
形式之一。

在现场的游戏摊位上，“翻
牌记忆”“快读顺口溜”“知识竞
答”等融合了诸多耕地保护知识
的游戏更是吸引了众多村民的
参与。

“基本农田不给占，占了就
把法律犯。占用耕地要审批，强
占多占要法办……”村民阿芳兴
致勃勃地参与顺口溜的游戏。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工
作人员把耕地建房“八不准”政
策内容写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
口的顺口溜形式，让村民们在朗
读中了解更多耕地保护政策。

“能够顺利把顺口溜念完，不仅
可以拿到主题奖品的奖励，也让
我们对平常天天见到的耕地有
了更多的认识——原来近在咫
尺的耕地是这么重要！”阿芳说。

“本次活动组织并动员村民
及家庭参加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整治工作主题趣味游乐会，宣传
保护耕地、珍惜资源等重要内
容，通过举办抢答赛和宣传活
动，以赛促学，进一步深化耕地
保护宣传教育。”该活动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主要结合
了村民对于耕地保护知识学习
的需求，全方位涵盖各类耕地保
护、农占耕地整治知识题目，包
括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和依法依
规用地等知识点，帮助村民轻松
掌握相关知识点。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
耕地，如何管好用好耕地始终是
一个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
问题。

从广州的耕地特点看，碎片
耕地占比大，难以规模化耕作，
而这与广州的地理情况有关。广
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河
流众多，道路纵横，城乡边界模
糊，现状耕地与建设用地犬牙交
错，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零散分布
的“筛子”状。根据最新调查数
据，广州市碎片耕地占比大，5亩
以下耕地地块的数量约占六成，
这些耕地大多被城镇建设包围，
实际农业生产功能较弱，城镇建
设难以完全避让耕地。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耕地保护认

识，村民基本了解“八不准”要求
就是不能乱占耕地建房，镇街对
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
需求有相关政策，耕地保护、依
法用地与保障农民权益是支持
的，要按照国家政策要求保障村
民合法的居住权。

与此同时，该负责人也强调，
目前部分村民在耕地保护认识上
还存在着部分突出问题。一是有
的村民对所承包的土地地类了解
不够准确，对所承包的土地是否属
于永久基本农田、耕地、林地、园地
没有明确的认知；二是对各种地类
的相关政策要求没有具体清晰的
认识；三是对农村“一户一宅”的具
体标准没有明确的认识。该负责
人表示，通过一系列进乡村、走乡
镇的活动，可以有效提高村民“十
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的意识，让广州市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整治工作得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

下一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还将于番禺区以“文化大篷车
进乡村”的形式，在村（居）进行耕
地保护主题文艺汇演活动，持续开
展深化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
线，“零容忍”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
地建房行为等相关政策宣传。

●十年来，广州市在全省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中，多次
荣获一、二、三等奖。2018 年获
得一等奖、2014-2016 年获得二
等 奖 、2012、2013、2017、2020 年
获得三等奖。

●2022 年 1-8 月，已落实包
括机场三期等 31 个批次（项目）

的耕地占补平衡，涉及耕地 2.34
万亩、水田 0.79 万亩。

●广州市十个涉农区在综
合考虑耕地潜力地块分布、农民
意愿、耕地恢复难易程度等因素
后，均已编制 2022 年度耕地“进
出平衡”总体方案，全市 2022 年
度计划恢复耕地5912亩。

耕地保护宣传“进乡村”A. 提升全民耕地保护意识B. 推动形成耕地保护合力C.

推动形成耕地保护合力推动形成耕地保护合力
广州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专项宣传活动广州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专项宣传活动

数
说

广州耕地保护成绩单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线下宣传活动现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线下宣传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进行政策宣讲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
求，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将
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
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粮
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们要坚
决履行好耕地保护重大责任和
使命，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广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于耕地问题，要坚持
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可以
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不再
减少。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
占用耕地和改变耕地用途行为，
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

“非粮化”，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

要严肃追究责任。
2020 年，该局印发《关于开

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
宣传工作的通知》，从提高政治站
位、建立宣传网络、确保进村入
户、创新宣传方式、做好解读回
应、加强信息报送、强化检查监督
七个方面，明确了宣传的内容和
载体，以及相关部门单位和各区
职责和分工，要求线上、线下双管
齐下全面开展整治工作宣传，通
过线上宣传，创新方式，营造良好
的宣传氛围；线下宣传，进村入
户，打通“最后一公里”，真正把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专项宣传做细做实。

2022年 2月，经广州市人民

政府同意，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印发《广州市农村违法乱占
耕地建房整治攻坚行动方案》统
筹开展广州市农村违法乱占耕
地建房整治攻坚行动。

随着耕地保护宣传工作的
持续推进，广州以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不断完善耕地保护相关政策，加
强耕地保护的政策供给，强化耕
地保护的制度执行，推动形成耕
地保护合力。

截至目前，广州已连续 22
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不断落实
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
水田，促进耕地数量、质量和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

市民参加互动游戏 市民参加互动游戏获得礼品市民参加互动游戏获得礼品

“解除” “解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