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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月 3311 日日，，火火神神山山医医院院建建设设得得如如何何
了了？？来来看看最最新新进进度度。。

新 华 融 媒 选 粹

火火神神山山医医院院最最新新进进度度

扫扫描描二二维维码码，，观观
看看新新华华社社视视频频报报道道《《我我们们
在在武武汉汉||11 月月 3311 日日 火火神神
山山医医院院最最新新进进度度》》。。

他他们们被被成成功功治治愈愈

让让人人信信心心倍倍增增 ！！

近近日日，，各各地地有有多多例例新新型型冠冠状状病病毒毒感感染染
的的肺肺炎炎患患者者，，在在医医护护人人员员的的对对症症治治疗疗下下，，
病病情情恢恢复复良良好好，，达达到到治治愈愈出出院院标标准准。。

扫扫描描二二维维码码，，观观
看看新新华华社社视视频频报报道道《《他他们们
被被成成功功治治愈愈 让让人人信信心心倍倍
增增！！》》。。

触触不不到到的的爱爱人人

虽虽然然近近在在咫咫尺尺，，但但从从 11 月月 1199 日日进进入入
负负压压病病房房，，身身为为浙浙大大一一院院呼呼吸吸内内科科副副主主任任
医医师师王王杰杰已已 99 天天没没见见到到在在院院感感部部工工作作的的
妻妻子子瞿瞿婷婷婷婷。。

最最近近的的时时候候，，他他们们只只隔隔了了一一层层楼楼板板、、
几几米米的的距距离离。。二二人人是是夫夫妻妻，，也也都都是是党党员员。。

扫扫描描二二维维码码，，观观
看看新新华华社社视视频频报报道道《《触触不不
到到的的爱爱人人》》。。

就在中国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之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却抛出疫情将“有助
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等言论。这类言论不只冷
血，更是荒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本该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道理。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对人
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
防控举措，很多举措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及许多国家对中方做法予以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

反观罗斯，在这个时候不仅没有丝毫人文关
怀，反而幸灾乐祸。这种冷漠、冷血，令人寒心、
痛心。

不过也不用太把他的话当回事。制造业会不
会加速回流美国，不是罗斯说了算。当前，中国经
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看
到，中国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创新动力，已经成为
吸引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全球各类企业的强大
磁力。

更要看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张开双臂的中国，也将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还要看到，中

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近两年连续跃升，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不会
停歇，只会加速。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中国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某些人的荒谬言论，必将不
攻自破。

(记者刘红霞)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中国疫情有助制造业回流美国？冷血！荒谬！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春节假期将于
2 月 2 日结束。下周一，大家就将开始正常上
班。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仍在扩
散，建议实施尾号限行政策的城市，在节后第一
周暂时取消限行。

节后第一周取消尾号限行，符合全力抗疫
的大局。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人流密集，从疫
情发生之初，就一直是防疫重点，有关部门也一
直呼吁市民尽量开私家车、骑车或步行出门。尾
号限行的初衷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如能暂时
取消限行，虽然会让道路上的私家车多一些，但
能分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市民在密闭公共空间交叉感染的概率，
有利于疫情防控。

节后第一周取消尾号限行，也具备现实条
件。从往年的情况看，北京、天津、广州、成都、
西安等人口密集的大中型城市，一般正月十五
之前的路面交通压力都不太大。今年因为疫情
肆虐，很多公司都允许甚至鼓励员工在家办
公，上海等城市干脆延后至 2 月 10 日（即农历
正月十七）才正式结束春节假期，这些都将有
效减缓交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节后上班第
一周暂时取消机动车尾号限行 ，具有可操
作性。

在全力抗疫的特殊时期，铁路、教育等多部
门都做了一些“特事特办”的探索，为抗疫大局
做出了贡献。如果微调政策能减少一些人被感
染的风险，而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那就不妨一
试。当然，到底要不要暂时调整限行政策，需要
有关部门认证研究、科学论证。

（本报评论员尹平平）

建议节后第一周

取 消 尾 号 限 行

织 密 防 控 网 络 ，应 对 返 程 高 峰

春节假期已近尾声，返程高峰即将到来。这两
天，铁路、民航、客运等多部门密集发声，通报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相应措施。可以想见，
伴随大量人员流动而来的，将是一场疫情联防联
控的硬仗。

对民众来说，避免感染的有效方法是避免接
触感染者。根据专家建议和政府倡议，疫情发生以
来，人们的外出活动大大减少。这是全社会参与疫
情防控的积极行动。也不能否认，因为时值假期，
人们才有更多可能选择居家生活。假期结束，各类
社会功能需要恢复正常，人们必要的外出活动必
然增加。即将到来的春运返程高峰，人员高密度聚

集，势必给疫情防控带来更大压力。
疫情防控，困难显而易见。新型冠状病毒之

“新”，在于人们对其真面目尚未完全认知。这对感
染者救治和疫情防控，无疑造成了困难。但俗话
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虽然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症状不完全一致，程度也有不
同，但多数患者表现出的发热等共同症状，还是为
人们从茫茫人海中识别出可能的感染者，提供了
重要依据。据此，人们才可以对相应人群采取隔离
措施，也才可能阻断疫情传播扩散。事实表明，许
多地方以联防联控无死角、群防群治全覆盖为工
作目标，堵漏洞、扫死角、织密网、抓落实，比较有

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势头。
应对人员大规模流动，疫情防控网的网

眼必须细小，各项防控措施必须更严更实。
从已公布的信息看，围绕发热人员识别、留
观，交通工具消毒，空间环境改善等，铁路、
民航、客运、城市公共交通等部门，都明确了
具体的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应急处置办法
等，建立起多部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人们
有理由相信，只要把这些防控措施真正以严
细深实作风落实到位，就能有效应对这场
大考。

疫情是魔鬼。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极
其严峻，挑战巨大，局面复杂。节后返程高峰，
人员大规模流动，防控压力陡然加大。要打赢
这场硬仗，不仅要在与这个魔鬼的斗争中取
得胜利，而且要在与无知、自私、懈怠、不负责
任等各种敌人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春运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要掌握
疫情防控知识，提高防控技能，遇到问题能分
清，知道怎么办；同时，要时刻牢记人在岗、责
任在肩，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不省略一个工作步骤，不放过一个疑点，不允
许一点马虎。

作为乘客，要主动配合，对防控工作多一
些理解、多一些支持，做好自我保护，维持良
好秩序，既不必担忧恐惧，也不要心存侥幸，
不把防控当回事。

疫情防控，需要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
民织就的防控网络才能实现全覆盖，不会留
死角，也才能经得住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考验。

（本报评论员丁锡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广
大基层干部放弃休假，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工
作非常辛苦。然而，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
却出现了形式主义的苗头。一些地方缺少统筹安
排，不同部门各发指令，重复给乡镇、村布置相同
的工作，导致身处抗疫一线的基层干部的工作精
力被无谓消耗，给他们带来了较大困扰。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抗疫工作中最典型的形
式主义，莫过于重复报送各类表格。比如，县卫健
局、县应急局、县委办、县教育局、县农业农村局
等，会各自制作一份或几份表格，要求基层干部填

写并迅速上报。但是，这些部门要求填报的内容其
实相差无几。“明明是同一件事，却有六七个部门
要求报六七个不同的表格”“项项要落实，个个要
抓紧，都是上级部门，都得罪不起”，基层干部很
困惑。

基层抗疫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少，他们
既要进村入户摸排，挨家挨户宣传，还要花费不少
时间来重复填表，颇为无奈。有基层干部吐槽：“走
访花了 6 小时，填表却要 2 小时，这是无谓的消
耗”。有基层干部建议，应该让乡镇明确对应一个
部门、一个邮箱、一个微信群，提高信息归总的效
率，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抗疫工作中。

形式主义贻害无穷，如果注重形式不重实效
的歪风不刹，很容易出现“老实人吃亏”现象。比如
有基层干部反映，“有时候一天收到十多个部门的
文件，都是给乡镇安排抗疫工作，大家都很重视，

但其中却没有一个文件、一个部门帮乡镇解决急
需口罩、消毒水等问题”。

疫情防控是一场艰巨的阻击战、攻坚战，各个
部门积极参与，形成合力善莫大焉。摸排基层情况
确实非常重要，只有掌握这些基础数据，才能更精
准、高效地打赢这场攻坚战。但是，如果一些部门
想要收集的信息本就差别不大，却因为彼此之间
欠缺沟通协调，欠缺统一部署，导致各发指令、各
下任务，最终使得基层干部每天都要重复填表、报
表，无疑是对本就十分紧张的基层防控力量的极
大浪费。

习近平总书记 1 月 27 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各级党委要科学判断形势、精准把握疫情，统一领
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一些职能部门只图自身
方便，不与其他部门统一行动，不与其他部门沟
通，简单把任务往下推，看似积极部署，实则会让

基层干部陷入重复低效的工作之中。
这种不良风气，不仅会消耗基层抗疫工

作实效，也违背了中办《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
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的精神，更与中共
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当前，抗疫形势复杂严峻，越是兵临城
下，指挥越不能乱，越是短兵相接，调度越要
统一。要想更快、更好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充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在防控一线的作
用，既需要上级部门对基层加强督查检查，也
需要加强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给基层干部创
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
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不是以形式主
义的方式来给基层增加负担，消耗基层干部
的抗疫精力。 （本报评论员周楠）

别 让 形 式 主 义 消 耗 基 层 干 部 抗 疫 精 力

为防止疫情输入，阻
断疫情传播，一些城镇和
社区加强防控，严控社区
居民以外的人流出入。非
常时期采取非常之举，社
区筑起一道“防疫墙”，对
打赢抗击疫情阻击战至关
重要，居民当然应该理解、
配合、支持。

事实上，不少社区的
防控工作做得细致又暖
心。比如，严控外来人员入
内，但探亲返城的业主和
租户仍然可进，只要做好
登记和隔离即可。北京市
海淀区上地街道某社区业
委会，发动业主组成志愿
者团队，为隔离期间不方
便出门的邻里采买生活必
需品，并送至家门口。邻里
之间本来并不熟悉，此前
见面都不一定打招呼，却
因为这些举措，心中亲近
了许多。

不少社区禁止快递、
外卖配送人员进门，本来
送货上门的快递，需下楼
自取。但社区工作人员会
帮忙搬运。笔者收到两箱
重物快递，一个人根本搬
不动，居委会的一位工作
人员见状，二话不说，帮
着 从 小 区 门 口 搬 到 家
门口。

这些社区人性化筑
“防疫墙”，工作人员的暖
心之举，会让居民更加配
合，让返城人员更加安心
踏实。将心比心，大家会
更 加 自 觉 地 做 好 防 疫
工作。

不过，也有一些社区
简单粗暴。在一些城市的
个别社区，社区或物业工
作人员竟然要求房东“禁
止租客在２月９日之前
进入小区”；甚至规定“租
住在小区内但春节期间

并未回家过年的外地租户，一旦离开小区，也
禁止在２月９日前踏入小区一步”。这导致一
些外地返城人员“无家可归”。

个别社区防控的“一刀切”政策，不仅针对
外来人员，连“原住民”也不放过。由于老年人属
于易感人群，有社区竟明令禁止 60 岁以上老年
人下楼散步。

其实，这些不近人情的做法，并不见得能带
来好的防控效果，还可能因引发抵触情绪导致
一些人的不配合。远亲不如近邻，疫情当前，更
需要邻里之间守望相助、齐心合力，而绝不能以
邻为壑、坚壁清野。

1 月 31 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
司长陈越良表示：社区防控工作不宜搞“一刀
切”。同日，北京市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后，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赵济贵也表示：
如有外地返京人员回不了家的情况，可及时拨
打 12345 市民热线反映。

病毒必须隔离，人心不能隔离。社区防控要
下“绣花功夫”，比如提前与外地租户联系，对可
以暂缓返回工作地的，可以协商暂缓返回；对确
需返回工作地的，做好登记统计，向有关部门报
告，在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下，协调开展医
学观察。

人性化筑“防疫墙”，才能更好地起到防疫
作用。

（本报评论员尹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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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潮中，如何筑牢病毒“防火墙”
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流波回应焦点

同 心 战“疫”

新增确诊病例 1982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9692 例，累计死亡病例 213 例……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仍然严峻。

返程潮来袭，如何筑牢病毒“防火墙”？新华
社记者就这些问题 31 日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消
毒学首席专家张流波。

返程潮来袭，源头防控怎么管？

【记者】返程潮给疫情防控形势带来哪些
挑战？

【张流波】人口大量流动本身就是严峻挑战，
又遭遇疫情，不担心是假的。当前主要有两方面
挑战，一是在交通工具上、旅客旅行途中怎么来
做好防护和传染病防控；二是这些人群回到了目
的地以后，对当地会带来防控方面的压力。

但我们应该是有信心控制传染病的蔓延。不
管是新的还是老的传染病，策略都是一样的：把
传染源控制住，把传染路径切断，把易感者保护
住。我们采取的是全方位的、综合的措施。比如在
湖北、武汉等地中断交通，尽量减少疫区人口出
来，同时把病人隔离治疗。除此之外，对密切接触
者采取一些隔离观察的措施。比如高风险的人群
在家上班，疫区返回人群也隔离观察 14 天，我相
信传染源会得到有效控制。

对于个人，提倡待在家里不出去，是最安全
的；减少到人群密集地方去，如果一定要出去，应

该戴口罩；做好手卫生，用消毒纸巾，对可能坐下
来的桌椅，自己可能接触到的位置，擦拭消毒；非
常时期对衣物做清洗消毒处理，56 摄氏度以上的
水半个小时，84 消毒液 200-300ml 泡 15 分钟。

当前各地区、各部门防控一直细化到社区，都
在做迎接返程人员的准备，把这些举措做实、做
深、做细，这是我们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底气所在。

减少不可控性，还要扫除哪些死角？

【记者】如何行动起来，扫除防控死角？
【张流波】门把手、按钮、手机，这些都是接触

性传播的“风险点”。手机跟手一样，也要做到时常
消毒，用酒精、消毒纸巾擦拭都可以的。

需要注意的是电梯。仅有“今日已消毒”的提
示还不够，到底一天消毒多少次，针对进出的人
流，必要的消毒提示应该是“今日几点已消毒”，这
样会增强大家的安全感。

像地铁、电影院、餐厅等公共场所、人流密集
的地方，仅仅靠环境表面消毒是远远不够的。我们
要做好自我防护。

另外，如果能够错峰出行、居家办公、乘私家
车，就会大大减少防控死角。

必须提及的是，办公场所防控是当务之急。要
建立办公场所健康申报制度、进门做体温检测、减
少面对面的会议讨论等。

防控要打“持久战”

【记者】当前疫情处在“大隔离、大消毒”的最
佳窗口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心态也发生了

变化，有特别紧张、草木皆兵的，也有想“松口
气”、盲目乐观的。您怎么看？

【张流波】现在正处在遏制疫情蔓延的关
键时期，这是个“持久战”，既不能草木皆兵，
也不能盲目乐观。与防控消毒同样重要的，是
注意大家的“心理消毒”，科学的防控才能树
立信心。

现在口罩特别是一些高等级的医用防
护口罩，是比较紧缺的。对于常规的口罩，4
小时更换比较科学。之所以能够起到防护作
用，主要是因为里面有过滤层。过了 4 个小
时，作用就下降。但有些必须重复使用的，就
要自然地晾干。在此我强烈呼吁，要把好的
防护装备用在“刀刃”上，留给一线更需要的
同志。

这个传染病和 SARS 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轻症潜伏期就有传染性，这是个防控
的难点。但它的病死率显然是没有 SARS
高。现在，我们国家采取的防控手段可以说
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全民
行动、联防联控，这是我们的体制优势。我
相信随着防控更科学有序，一定有比较好
的结果。我们专家已经看得出来，疑似病人
数字在往下走，这是让我们树立信心的基
本数据。

也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防控手段有效，
但也不能在“拐点”出现后就放松。当前，要在
尽可能的情况下，对有基础代谢疾病的老人
以及儿童给予重点关照。

（记者陈芳、陈聪、屈婷）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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