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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杭州 3 月 24 日电（记者俞菀、仇逸、
邱冰清）近期，苏浙沪多地一些领导干部摘口罩
开会。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公众科
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称居家、户外，无人员聚
集、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普通公众可不戴口罩。

对于公众来说，啥时才可以放心摘口罩呢？

多地不少场合摘口罩，公众仍态度谨慎

上海 23 日宣布降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等
级。当日，地处上海核心区域的黄浦区举行优化
营商环境暨投资促进大会，在主会场，台上交流
发言的和台下与会者都摘下了口罩。

近日，上海、江苏、浙江、海南等多地政府领
导干部开会带头摘口罩。在浙江省、杭州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与会人员均未戴口罩。

杭州 21 日发布疫情防控通告，在取消一些
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测体温、亮健康码等管控
措施的同时，列出了几类可不戴口罩的场所：公
园、绿道、景区、大街等户外场所，无人员聚集；
骑自行车、电动车，在空旷处行走、散步、锻炼；
无境外人员接触史的单位同事在通风良好的场
所办公、小范围会议；非群体性室内体育运
动等。

记者走访长三角部分城市街头发现，在一
些人流少、较为空旷的地方，有少部分人已摘下

口罩。但在多数户外公共场合，大多数人仍然
戴着口罩。

“习惯了，戴着口罩比较有安全感”“不是
很敢摘，因为境外输入的每天都有”…… 22
日，在杭州西湖景区游玩的不少市民，表达了
对摘口罩的谨慎态度。

在近期恢复开放的南京博物院、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虽然人不
多，但参观者均戴着口罩，在排队和参观时相
互之间保持距离。“还是再等等，彻底安全了
再摘，不能功亏一篑。”一位南京市民说。

在上海的街头、公园，记者看到，绝大多
数人还都坚持戴口罩。“虽然政策说户外可以
不戴口罩了，但大家都戴，自己不戴怕让其他
人担心。”不少市民表示。

多数受访市民表示，“不能大意，再等等。
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要防止疫情反弹。”

“最近天气挺热的，戴口罩特别闷。”江苏
常州市民赵可说，带女儿郊区踏青时会把口
罩摘掉，如果看到有人聚集过来再把口罩戴
上，“还不是很放心，慢慢来吧。”

精准防控不可少，有序恢复正常生活

多地领导干部带头摘下口罩，传递出重
要信号：这些地方的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
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这些地方均是疫情防控的低风险区域，
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已报告的本地确诊病
例均已基本治愈出院。比如，截至 3 月 3 日
24 时，江苏全部县市区转为低风险地区；截
至 3 月 22 日，江苏超过 1 个月无新增本地确

诊病例，本地确诊病例全部治愈。
截至目前，除了北京、天津、河北、湖北之

外，全国其他省份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均
已下调。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
示，多数地方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已经降
下来了，降下来是有依据的，发病率下降、本
地确诊病例几近零、传播概率非常低，在这种
情况下，周边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太可能是感
染者，除了医院、人多聚集、地铁等地方，是可
以摘口罩了。

张文宏说：“老百姓喜欢有人明确告诉自
己要不要戴，其实这和你所处的环境有关。一
般情况下，戴的必要性是没有了。在高危的环
境里，最好还是要戴。”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地方的口罩使用指
引中提出，通风良好，能保证人员间隔，并做
好消杀措施的室内场所，可以有条件摘
口罩。

专家表示，口罩不是一摘了之，摘口罩的
背后是社会治理效能的考验，精准管控、技术
赋能、机制保障缺一不可。比如，在公园、体育
场等地可以对容量进行计算从而进行“限
流”，做好管控，避免出现人员聚集的情况。比
如，上海世纪公园在做好园内消毒、缩短开放
时间的同时，将全园游客最大承载量按历年
同期游客接待量 50% 的标准下调。为避免春
季赏花人流扎堆，杭州西湖风景区对花港观
鱼、植物园等均实行限流，游客需通过 APP
预约，人流超过 1 万人即限制入内。

防疫措施不能放松，控制公共场所

人员密度

3 月 18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提出，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要全面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说，疫情发
生以来，公众积极配合，普遍戴口罩，对控制疫情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
向好，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大
家就可放心摘口罩，恢复正常生活。

杭州市负责人表示，要不断巩固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的态势，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专家表示，现在国外疫情形势很严峻，要认
真防范输入性风险。各地的疫情不同，不少地方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还很重。要因地制宜，
摘口罩不能随意跟风，日常还是要勤洗手、外出
注意保持距离。

“所有开放开业的公共场所，必须切实履行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浙江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无论是加强通风换气，还
是对场所内人员密度的合理控制，以及卫生防
疫的各项内部管理，每个环节都要继续盯紧，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盛吉芳
说，从传染病的角度考量，公众应养成戴口罩的
好习惯。“流感季节，传染病高发期，人员密集场
所和室内密闭空间，都还是建议戴口罩。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身心抵抗力，营造良好的公
共卫生环境。”

多地防疫级别下调，啥时可以摘口罩？
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

电（记者罗沙、王卓伦、王秉
阳）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向好，如何抵御境外输入风
险？重症患者的治疗情况如
何？低风险地区的民众是否
可以摘口罩？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 24 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与医疗诊治的焦点问题进行
回应。

三道防线，抵御境

外疫情输入

中国以外确诊病例直线
上升、境外输入病例数量不
断增多、多地出现境外输入
关联病例……虽然以武汉市
为主战场的本土疫情传播已
基本阻断，但疫情全球大流
行带来的输入性风险正与日
俱增。

“零星散发病例和境外
输入病例引起的传播风险依
然存在，防控工作仍不可掉
以轻心。”国家卫健委新闻发
言人米锋说。

3 月 23 日，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78 例，其中境外输入达到 74
例。与此同时，根据世卫组织
最新通报，全球确诊病例已
突破 30 万例。

“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的
形势非常不乐观，我们的枢
纽地区和口岸城市防止输入
的压力在不断加大。”中国疾
控中心研究员吴尊友说，“我
们已经建立了‘三道防线’，
能够很好地抵御境外输入病
例。”

据吴尊友介绍，第一道
防线即海关，通过测量体温、
询问症状，以及要求入境人
员报告旅行史，能够发现已
经有症状的人员，并直接送
到指定医疗机构治疗。

第二道防线，是指入境后的人员要进行 14 天的隔离
观察，来发现处于潜伏期的人员，并在出现症状后及时送
至指定医疗机构。

第三道防线，是指第一、第二道防线“万一”漏过的病
例，在出现症状后到医疗机构就诊，经过前一阵防疫实践
锻炼的医务人员能够很快进行诊断治疗。

吴尊友表示，到目前为止，我国输入病例基本堵在第
一和第二道防线，兜底的第三道防线还没有发现病人。

分层分类综合救治，降低病亡率

确诊病例有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诊疗方
案该怎么确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王贵
强表示，对不同类型的病人，应采取分层、分类救治的
手段。

“对轻型病例集中收治，进行隔离，不一定需要特殊
的照护，只是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发现病情变化及时转
院；对重型和危重型病例一定要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
治。”王贵强说。

在分层分类救治背后，是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
他解释，如果轻型病例占用医院的床位等医疗资源，会使
重型、危重型等需要更积极救治的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导致高病亡率。

临床发现，重症、危重症多为老年人和有基础病人
群，很多病人是因为基础病加重或合并感染导致最终死
亡，这意味着不但要治疗肺炎，还要治疗基础病，怎么办？

“在新冠肺炎的救治原则中，非常明确提出要加强对
症支持治疗，积极预防并发症，治疗基础病，进行脏器维
护和支持。”王贵强说，目前救治中不单纯是治疗肺炎，还
要治疗所有的基础病，其中氧疗和呼吸支持是非常重要
的支持手段。这有赖于多学科诊疗团队的配合。

“目前在武汉，有多学科诊疗团队，包括呼吸科、感染
科、ICU、心脏科、血液科、肾内科等专业。”王贵强表示，
通过采取积极的多学科诊疗模式，看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病亡率明显下降，说明多学科诊疗模式是针对有基础病
患者的一项重要救治措施。

全国防控形势向好，个人防护仍需重视

虽然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为减少疫情反弹风险，
做好个人防护仍不可忽视。

吴尊友对“健康人也要戴口罩”作出科学性解释。他
表示，新冠肺炎在“潜伏期末”和“临床症状前期”排毒最
高，如果健康人遇到一个潜伏期末期的病人，虽然没有症
状，也会造成病毒传播。病人的居家住所、就诊的医疗机
构以及电梯、公用交通工具等封闭环境，都存在排毒
隐患。

针对“无症状感染者是否会造成病毒传播扩散”的疑
问，吴尊友说，目前无症状感染者都在密切接触者中发
现，而密切接触者都受到了管理。“根据我国采取的疫情
防控管理措施，密切接触者都已纳入隔离观察，一旦发现
症状马上转到医院诊断治疗，不会造成社会上的传播扩
散。”

何时能摘口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发布的《公
众科学戴口罩指引》对不同场景下戴口罩提出了科学建
议。例如，普通公众居家、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时，
建议不戴口罩；当处于人员密集场所时，在中、低风险地
区应随身备用口罩，在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时应戴口罩。

当前低风险地区正陆续准备开学，吴尊友说，低风险
地区的学生和老师经过长时间的居家隔离以后，已排除
潜伏期感染的可能，但防范学校发生疫情、继续做好防护
措施仍有必要。

“在病毒的低流行地区，环境当中基本没有病毒，可
以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吴尊友建议，最主要的是
做好学生和老师每日监测，若出现体温异常等症状要第
一时间与卫生健康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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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战“疫”

进进 武武 汉汉 记记

在湖北全省连续 5 天
零新增后，武汉 23 日新增
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根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 24 日通报，患者系湖北
省人民医院（本部）医生，
近期在医院上班，不排除
院内感染。

武汉零新增持续 5 天
后被打破，无疑警示：虽然
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
累计有 5 万多名确诊病例
的武汉防控盲区依然存
在，零星散发病例等风险
仍然存在。严防疫情反弹，
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麻痹
懈怠。

实事求是的“1”，透
明公开如实公布，有利于
提升群众对疫情的警惕性
和主动防范的自觉性，对
防 止 疫 情 反 弹 有 积 极
意义。

客观地说，武汉市“四类人员”基数较大，
新冠疫情复杂，人们对病毒传播规律还没有
完全掌握，加之境外疫情正在蔓延扩散，逐步
复工复产后人员流动加大，武汉市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压力巨大，疫情反复的风险始终
存在。

有风险就可能有新发病例，现在冒出的
“1”并不可怕。当前武汉市收治、隔离、救治能
力较强，一旦出现新增病例，只要第一时间精
准管控，该收治的收治、该隔离的隔离，就能
把病例和可能传播的场所控制在有效范围，也
就完全可将反弹风险化为无形。

行百里者半九十。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斗中，任何的松懈大意都可能酿成
大错、功亏一篑，必须一鼓作气，将各项救治
防控措施抓紧抓细抓落地。（记者王贤）

新华社武汉 3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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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3 月 24 日电（记者吴振东）
3 月 24 日零时起，上海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
应。结合当前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实际，上海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在 24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优化调整
现行上海社区防控策略，适度放开住宅小区入
口管理，有序开放室外公共场所，但针对来自
重点国家和地区人员的社区管理仍将从严
从紧。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在发布会上说，
在继续严格规范的前提下，上海将适度放开住
宅小区入口管理。首先，各小区保留出入口检查

点，保留进入人员必测体温的制度。对体温异常
人员，一律按既定的“全链条处置机制”及时报
告、移送。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各小区可
取消入口人员登记和车辆登记。但是，对首次返
回小区的来沪人员，仍应做好信息登记工作；对
过去 14 天有重点国家和地区旅居史的，仍应按
照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及时报告，严格落实居家
隔离等各项健康管理措施。

曾群介绍说，以出示“随申码·健康”绿码作
为通行凭证，快递员、外卖员、搬家员等物流人
员和车辆可进入小区；看望亲友的访客，经亲友
同意，可进入小区；家政员、护理员等服务人员，
水、电、气、通信等公用事业设施维修人员，经服

务对象同意，可进入小区；房地产经纪人员及
其客户，经房屋业主或出租人同意，可进入小
区；房屋装修业主及装修企业，经向居村委会
和小区物业报备，并书面承诺不影响周围居
民正常学习生活的，可进入小区施工。其他需
要进入小区的人员，在征得相关居民同意后，
也可进入小区。

上海还明确，小区内的室外文体娱乐休
闲等公共场所，在做好人员控制、消毒和秩序
维护基础上，可有序开放，但非必要的文化娱
乐等聚集性活动仍然暂停。

“外防输入”是当前上海疫情防控的重中
之重。曾群说，尽管上海已调整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为二级响应机制，但社区仍必须继
续从严从紧管理来自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人
员。主要举措包括居家隔离对象和非居家隔
离对象不可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经核查不具
备居家隔离条件的，一律实行集中隔离；进入
社区居家隔离前，必须先通过核酸测试；居家
隔离人员不能离开住所，擅自离开的，将依法
进行处理。

“上述措施对中外人士一视同仁，即规则
一致、一个标准；执行一致，一把尺子。”曾群
表示，上海各居村委会将继续加强对来自重
点国家和地区人员的登记、排摸工作，做到全
覆盖、无遗漏。

上海：适度放开住宅小区入口管理
重点国家和地区入境来沪人员社区管控不放松

新华社武汉 3 月 24 日电（记者冯国栋）连
日来，武汉市复工复产返汉人员明显增多，各大
高速入口迎来返程务工人员客流小高峰。在东
西湖区武汉北、径河高速卡口和蔡甸区高速卡
口前，每天都有 1000 辆返汉车辆抵达。

“这几天，入口的车流量每天按 10% 左右
的增幅上涨。”执勤民警告诉记者。

为加快车辆人员登记速度，提升务工人员
进入武汉效率，民警在高速入口增设了二维码
扫描设备，并在车辆即将抵达武汉高速卡口前
的数公里处设置“预检站”。

在这些“预检站”，民警登车检查，并请
车辆所乘人员扫描“二维码”进入到微信小程
序。在车辆从“预检站”驶往高速卡口的这段
途中，车辆人员通过手机完成相关人员信息
登记。

径河收费站卡口，车辆抵达高速卡口后，执
勤民警、金银湖派出所闫帅通过采录 PDA 扫
描即可完成车辆人员登记工作，采录时间更短，
效率更高。

“这是一项新措施。以往，车辆在抵达后，需
要在高速出口排队填写信息。每辆车耗时 5 分

钟。现在，民警通过技术手段压缩效率和流
程，实现了一人一码，随到随走。”武汉市东西
湖区公安局民警董宏祥说。

在高速卡口，记者看到，返城务工人员
抵达后，先是扫描健康码确认健康信息，再
接受现场体温测量。在每个车道，有健康卫
计部门、社区、民警等工作人员为返城人员
服务。

目前，武汉入城有三项硬性要求：健康
码、车辆人员登记、测量体温。

“根据返程人流量的大小，一般会开设 1
-6 个车道。卫健部门派专人进行消毒、检测
体温，2 名民警负责核对人口信息，社区工作
人员负责对接人员落地。”现场执勤民警说。

通过了高速收费站，意味着进入到武汉
市。在卡口一旁，务工人员登上用工单位派来
接人的大巴。通过“点对点”的转运，务工人员
被送到武汉市内不同目的地。

“现在是进城车辆多于出城车辆。按照目
前政策，出城车辆手续非常严格。首先要有
省、市疫情防控部门开具的证明，同时要有人
员健康记录证明。外地车辆一般不会进入武

汉市，多在收费站前掉头返回。”现场执勤民
警说。

在武汉市内，随处可见交警忙碌的
身影。

在武昌火车站中山路张之洞路口，武汉
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武昌交通大队交警刘五
桥正引导路面复工复产的车辆有序通行。

“相比之前一段时间，找交警求助的病患
几乎看不到了。路面车流量开始增多。”刘五
桥说。

按照武汉市疫情防控部门通知，除武汉
进、出城卡点外，市内所有卡点全部撤销。

据武汉市公安交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交警分三个时段在路面执勤，主要任务
是保障医院周边的交通、协助车辆复工复
产、维护路面交通、查处交通违法。早高峰
上、下班时段，车流略有增长，需要加快车
辆放行。

除此之外，交警还加大了酒驾等交通违
法的查处。“特殊时期，更要守护道路安全，确
保群众生命安全。”武汉市武昌区交通大队副
大队长熊志军说。

■记者手记

▲ 3 月 24 日，在武汉西高速收费站交通卡点，执勤民警准备检查车辆。
当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区，将于 3 月 25 日起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武汉市将于 4 月 8

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随着近日武汉部分企业逐渐复产复工，进入武汉的返城务工人员陆续增多，车辆在武汉西高速收费站交通卡点有序排队返回武汉。工作

人员对返城人员检查体温，并核查证明健康的“绿码”和身份证后放行。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武汉零新增
持续 5 天后被打
破，无疑警示：虽
然疫情传播已基
本阻断，但零星散
发病例等风险仍
然存在

有风险就可
能有新发病例，现
在冒出的“ 1 ”并
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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