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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7 日电（记者强勇、杨
思琪）16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最后一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至此黑龙江省本土确
诊病例和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清零”。面对本轮
疫情反弹“加试题”，哈尔滨市深刻汲取教训，深
入“疫”线查漏洞，补短板，加快适应疫情防控常
态化。

深入查找漏洞

4 月初，一起境外输入关联的聚集性疫情
打破哈尔滨市连续多日的平静。从家庭聚餐到
几家医院发生院内感染，最终 66 人确诊新冠肺
炎，包括多名医护人员。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通报指出，哈尔滨市对境外输入
疫情风险认识不足，存在一定厌战情绪和麻痹
松懈思想。相关医院认为，经海关和社区防控能
够完全筛出新冠病毒感染者，发生院内聚集性
疫情的可能性极小。然而正是这样的掉以轻心，
给病毒打开了长驱直入的口子。

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调查发现，疫情源头管
控不够严格，对一些入境人员未实施 14 天集中
隔离，导致入境人员中存在漏检可能。在社区防

控上，尽管多次发布“不聚集”通知，但聚会、
聚餐仍有发生。

核酸检测是及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关键。本轮疫情初期，哈尔滨市仅有疾控机构、
传染病医院能够开展核酸检测，多数医疗机构
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核酸检测要几天才能出
结果，在等待结果的时间里，有的密切接触者
出去聚餐，有的居家隔离期间仍随意外出。

在部分医院，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等重点
部门的防控措施形同虚设，未能有效开展预
约诊疗。陪护和探视制度也不健全，不同病房
人员随意流动。连续发生的院内感染说明本
应严格防护的医院，未按规定流程操作。

一名业内人士透露，没有第一时间对涉
事医院进行封闭式管理，没有对相关患者和
密切接触者及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管控，
从而错失控制传染源最佳时期。

加紧补齐短板

因疫情防控不力，黑龙江省对哈尔滨市
18 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追责问责。补短
板，成为战“疫”重中之重。

记者近日来到新建成的哈尔滨“火眼”实

验室，看到实验室装备了全自动核酸制备仪、
基因测序仪等 50 多台新设备。项目相关负责
人杨建成介绍，实验室占地 1700 平方米，日
核酸检测量可达 10000 人份。截至 5 月 6 日，
黑龙江省已公布三批核酸检测机构，全省核
酸检测能力超过每天 90000 人份。

针对医院感染防控薄弱环节，连日来，哈
尔滨市已对 75家发热门诊开展专项督导，整
改问题 157 项，对 2265家民营医疗机构开展
排查，累计关停防疫要求不达标、不合格医院
和诊所 1251家。

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任柯云楠说，医院
全面推行分时预约挂号、规范预检分检、加强
病区管理等举措。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均需
对所有入院患者和陪护人员开展核酸和血清
抗体检测。

社区是疫情防控重要阵地。市、区（县）两
级分别派出 1650 名和 1 . 7 万余名机关干部
进社区。64 岁的退休职工张宝民主动报名参
加防疫，在哈尔滨市技校小区的卡点值守。他
与另两名志愿者成立了临时党小组，3 个老
党员商定坚守在卡点，直到疫情结束。

目前哈尔滨市从防输入、守住门、禁聚集

等方面实施了一揽子举措，强化整体防控。近
日，进一步开展查漏洞补短板大排查专项行
动，共查出 10 个方面、44 个具体问题，列入
立行立改问题 39 个、限期整改 5 个。

坚决防止反弹

哈尔滨市确诊病例“清零”，成果来之不
易，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还面临考验。

一些受访干部总结，对疫情防控长期性、
严峻性认识不足，导致防控抓而不实，是哈尔
滨市这一轮疫情反弹最主要诱因，也是常态
化疫情防控首先面对的考题。

截至目前，哈尔滨市大、中、小学及幼儿
园仍未开学，开学后将增加防控压力。社区管
理需加快建立一支常态化防控队伍，尤其在
下沉干部和志愿者逐步撤回后，要形成快速
替换的力量。近期有关部门检查发现，个别物
业不按需求发放员工口罩、测温枪不灵敏不
进行更换等问题。

哈尔滨市卫健委二级巡视员刘楠说，只
有继续拧紧思想“总开关”，进一步查漏洞和
补短板，才能防止疫情卷土重来。

面对本轮疫情反弹“加试题”，深刻汲取教训

哈尔滨本土确诊病例清零后，查漏洞补短板

▲ 5 月 17 日，在吉林市丰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排队等候送检核酸采集样本。 新华社发（颜麟蕴摄）

新华社长春 5 月 17 日电（记者段续、
赵丹丹）记者从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5 月 17 日，
吉林市丰满区新增 3 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按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
准，将吉林市丰满区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
整为高风险。

吉林省将根据疫情发展态势，适时对
各地分区分级做出调整。目前，吉林省吉
林市舒兰市、丰满区为疫情高风险区，吉林
市船营区为疫情中风险区。

新华社长春 5 月 17 日电（记者赵丹
丹、段续）吉林省卫生健康委 17 日发布疫
情通报称，16 日 0时－24时，吉林省新增
本地确诊病例 3 例（吉林市）。核增确诊病
例 1 例，因老年心血管等基础性疾病病亡。
新增治愈出院 3 例（吉林市）。

新增 3 例确诊病例中，病例 1 系 5 月
13 日吉林省通报的吉林市丰满区确诊病
例 2 的密切接触者；病例 2 与 5 月 11 日吉
林省通报的吉林市丰满区确诊病例 3 有关
联；病例 3 系 5 月 14 日吉林省通报的吉林

市丰满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均是在
控制范围内主动筛查检测阳性确诊的。

截至 16 日 24时，吉林省累计报告本
地确诊病例 125 例，累计治愈出院 95 例，
在院隔离治疗 28 例（吉林市 28 例），病亡
2 例。现有重型病例 2 例（吉林市）。现有
本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938 人，均在
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据了解，吉林市正扩大人员排查范围，
加大核酸检测力度。近 3天，吉林市核酸采
样送检 40101人，已完成核酸检测 23295人。

吉林市丰满区疫情风险调为“高”
吉林省 16 日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 例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魏梦佳）记者
在 17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17 日，北京市在院病例已
减少至 6例，在院治疗病例中已无危重症病例。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疗
保障组副组长、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
海潮介绍，迄今为止，北京收治的境内外新冠肺
炎病例共计 593 例。经过市区两级定点医院的
共同努力，截至 17 日，北京市在院病例已减少
到 6 例，且在院治疗病例中已无危重症病例。
对剩余 6 例在院病例，医疗专家正在进行积极

努力全力治疗。
雷海潮表示，下一步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建设方面，还要充实全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
人员数量，提升其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尤其
是要培养一批高端的公共卫生专门人才，全面
提升实验室的检验检测能力和硬件装备水平。

据介绍，目前北京地区能够开展新冠肺
炎病毒核酸检测的机构已增加到 70 所，每天
检验检测的能力最高可达到 5 . 1 万份。尽
管如此，从未来公共卫生安全检验检测的需
要来看，实验室的检验检测能力尤其是发现

和锁定新发传染病病原方面的甄别能力仍需
进一步改善提高。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魏梦佳）
记者在 17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将通过改
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等多方面措施，加
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计划到
2035 年，北京将全面建成与国际一流和谐宜
居之都相适应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卢彦在发布会上

表示，作为首都和超大型城市，与疫情防控
需求相比，北京市疾控力量还明显不足。目
前北京每万名常住人口疾控力量配比是
1 . 65，仍低于国家 1 . 75 的标准。为此，必须
加强全市各级疾控中心建设，将在推进市区
两级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

北京还将筑牢基层公共卫生“网底”。未
来，北京除了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外，
还将培养、引导全科医生充实到一线，深入推
进分级诊疗，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北京新冠危重病例清零，在院病例降至 6 例
确定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施工图”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邰思
聪）记者 17 日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自 5 月
18 日起，全市养老机构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阶段。探视家属、新入住老年人、返岗员
工等七类人员，履行相关程序、做好防护后，
可以进入养老机构。

自 1 月 27 日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来，

北京全市 682家养老服务机构、4 . 8 万名老
年人未发生一起新冠肺炎感染事件。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介绍，自 5月
18日起，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将进入“常态化”阶
段，养老机构出入管理将实行“七进”“八不
进”。“七进”，即探视家属、春节回家老年人、外
出就医老年人、新入住老年人、返岗员工、新入

职员工，以及检查、维修、医护等必要的机构
运行保障服务人员等七类人员，经履行相关
程序、做好防护，可以进入养老机构。15天内
接触入境回国人员、与已确诊或疑似病例有
接触等八类人员不得进入养老机构。

李红兵还表示，养老机构在具备隔离条
件、护理能力的前提下，可接收新入住老人。

北京市今起恢复养老院探视入住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
郁琼源、田晓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 17 日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国
家卫健委和教育部联合出台了大专院
校、中小学校和包括托幼机构的疫情
防控技术方案，指导学校全面复学
复课。

王斌说，在学校复学复课的过程
中，首先，建立协作机制，完善防控
制度。医疗卫生机构和教育部门尤其
是学校加强沟通协调，要形成“点对
点”的协作机制，指导学校制定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学校应急处置预案和
一系列的防控工作制度，确保各项防
控措施能够落实到位。

同时，学校要对老师和学生开展
健康监测，做好人员管控。尤其是对
班级做好晨午检制度，每天上午下午
做好学生的缺课登记，要对学生做症
状检查，比如测体温，看看孩子们有
没有可疑的症状，要加强对缺课孩子
的管理，严禁有症状的孩子带病上
课。在学校复学复课的过程中，要控
制聚集性活动和校内人员的密度，孩
子们之间要保持安全的防护距离。

此外，加强学校的环境卫生治
理。尤其是要加强教室、食堂、宿
舍、洗手间、洗漱间这些场所的环境
卫生，这些地方要以清洁为主、预防
性的消毒为辅，教室、办公室要加强
开窗通风，引导师生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尤其加强孩子们手卫生的管
理，保持手部的清洁，减少孩子们感
染的机会。

“做好学校的应急处置，加强对学校
的督导检查。师生一旦出现可疑症状，一
方面要向学校及时报告，另一方面要及
时通报卫生部门，及时进行居家医学观
察或就医，进行进一步的医学排查，一旦
发现疑似病例，学校应该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采取防控措施。”王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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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刘红霞）海关总署 17
日发布数据显示，3 月 1 日至 5 月 16 日，全国共验放出口
防疫物资价值 1344 亿元，其中包括 509 亿只口罩。

据海关统计，除口罩外，3 月以来我国还出口了 2 . 16
亿件防护服、8103 万副护目镜、1 . 62 亿人份新型冠状病毒
检测试剂盒、7 . 27 万台呼吸机（无创呼吸机 6 . 39 万台）、
17 . 7 万台病员监护仪、2643 万件红外测温仪、10 . 4 亿双
外科手套。

4 月份以来，我国出口防疫物资呈明显增长态势，日均
出口金额从 4 月初的约 10 亿元，增长到近期的 35 亿元
以上。

数据还显示，我国防疫物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美国、德
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一般贸易占 94％，价值 1263 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防疫物资出口，为国际社会共同抗
击疫情提供了强大支持和保障，体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出口
防疫物资行为查处力度，形成有力震慑，全力保障防疫物资
有序出口。

我 国 3 月 份 以 来

出口 509 亿只口罩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赵文君）为坚决斩断哄
抬熔喷布等防疫物资价格的违法链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
日派出专案组赴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严查中间商和
生产厂家价格违法行为，短期内立案调查 9 起典型案例，其
中涉嫌犯罪的 4件案件已移交公安机关。

4 月下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查处了一系列中间商、生
产厂家哄抬熔喷布等防疫物资价格违法案件。经查，上海
中间商马某通过空壳公司从上海某熔喷布生产企业低价获
得熔喷布、纺粘无纺布，并高价倒卖累计获利 600 余万元。
中间商余某某通过马某等多个渠道拿到货源后加价进行倒
卖，累计获利 300 余万元。这一系列案件违法情形复杂，当
事人既有中间商也有生产厂家，既有企业也有个人；涉案产
品既有熔喷布、纺粘无纺布，也有聚丙烯改性料。当事人违
法手段隐蔽，参与哄抬炒作的上下游之间一般不签合同、不
开发票，一些中间商与生产企业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借助空
壳公司逃避监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熔喷布等防疫物资
价格监管力度，对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发“疫情财”的违
法者严惩不贷、一查到底，全力维护市场秩序。

相关部门派专案组

严查熔喷布等价格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白阳）记者 17 日从国
家信访局获悉，鉴于当前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场所将继续关闭，恢复接待时间
视疫情形势变化确定，并将及时向社会公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根据党中央防控工作决策部署
和北京市有关防控安排，国家信访局于 1 月 28 日发出通
知，暂时关闭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场所。

国家信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
虽然整体稳定，但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
情；加之“五一”假期以后全国人员流动性大，给疫情防控工
作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
以及北京市有关防控安排，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
待场所继续关闭。

国家信访局提示，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场所关闭
期间，群众可通过网上投诉和写信等方式反映诉求，或就近
就地进行走访，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中 央 和 国 家 机 关

接访场所继续关闭

据新华社香港 5 月
1 7 日电（记者朱宇轩）
2019 年下半年，修例风波
重挫香港旅游业。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
更使业界雪上加霜。停业
逾三个月的香港海洋公园
日前宣布，公园现金流濒
临枯竭，如无资金注入，最
快将于 6 月倒闭。

业界人士认为，香港
特区政府拟向海洋公园拨
款 54 亿港元，固然能及时
“止血”，但更重要的是香
港社会需更加齐心抵制暴
力事件，以及公园需改善
管理和运营。

2019 年下半年，修例
风波引发的社会暴力事件
不断，重挫香港旅游业形
象，访港旅客量急剧萎缩：
去年 7 月至 12 月，海洋公
园仅接待游客约 190 万人
次，同比跌幅超过三成。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球，海洋公园
1 月下旬宣布暂停营业，
至今未能开业。香港特区
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
长邱腾华表示，过去三个
多月受疫情影响，公园面
临“零收入、零人流”的巨
大挑战，运营情况进一步
恶化。

根据海洋公园向立法
会提交的报告，受社会事
件影响，公园预计 2019-
2020 财政年度亏损超过 6
亿港元。海洋公园主席孔
令成表示：“如果没有任何
新的资金支持，海洋公园
预计将于 2020 年 6 月破
产。”

安全，是游客选择旅
游目的地的重要标尺。“疫
情可以控制，但暴力事件
如何立刻停止？当一个地
方频频因暴力事件、‘揽
炒’登上头版头条，又有哪
位游客敢来呢？”香港旅游
业雇员总会理事长梁芳远
反问。

梁芳远表示，香港旅
游业已经陷入“冰河世
纪”。数月前，海上食肆
“海鲜珍宝舫”黯然停业。
如今，暴力事件再次抬头，
海洋公园恐沦为“揽炒”的
下一个牺牲品。

梁芳远还强调，一
个城市的待客环境奠定
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基
础。“如果一个城市以黑

暴闻名，游客怎么敢来？香港迫切需要制止
暴力、营造友善的氛围，提升我们的‘待客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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