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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25 日电（记
者管建涛、闫睿）自 1 月 10 日黑龙江
省绥化市望奎县出现病例至今，黑龙
江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两项合计共 936
例。1 月 20 日至 24 日，黑龙江新增
确诊病例占同期我国本土新增确诊病
例接近一半。
　　为何近期当地确诊病例增长既多
且快？当前有哪些防疫难点特别值得
警惕？本轮疫情防治趋势走向如何？新
华社记者奔赴黑龙江战“疫”一线展开
调查。

  “紧”“速”“强”三招为当

地防疫工作“提气”

　　据统计，截至 24 日 24 时，黑龙
江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423
例、无症状感染者 513 例。其中，望奎
县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347 例、无症状
感染者 316 例。
　　为加大防疫力度，黑龙江有关部
门特别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项措施：
　　———“紧”封控。随着防疫形势日
益严峻，黑龙江涉疫情地区陆续发布
了从严管控令。哈尔滨市呼兰区要求
非必要人员严禁外出和进入，绥化市
望奎县发布了“七日居家令”。黑龙江
省还将农村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
严禁举办各类庆典等聚集活动，严禁
大办婚丧嫁娶。
　　———“速”检测。全省多地启动多
轮核酸检测。24 日，望奎县启动第四
轮全员核酸检测，望奎县惠七镇启动
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25 日绥化市启
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哈尔滨开始
组织市民进行核酸检测。晚 8 时，记
者在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的一处核酸
检测点发现，周边社区居民趁着夜色
来到这里，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有序接
受检测。
　　———“强”保障。为保障封控地区
群众正常居家生活，绥化市成立了保
障组织、应急组织、志愿者服务队等多
个专门队伍，联动粮油、蔬菜店“订单
配送”，压实乡村街道干部保障责任。
组建起涉医疗、运输、电力、自来水、燃
气、供热等 12 个部门组成的应急组
织，保障应急所需。此外，为照顾特殊
群体，对透析患者、临产孕妇、行动不
便的紧急病患提供 24 小时上门服务。
　　此外，国家级、省级专家组每日对黑龙江省病例进行联合
会诊，逐一分析研判。截至 24 日，本轮疫情总计出院 12 人。

多重因素加剧隐匿传播

　　记者还发现，最近多日黑龙江当地确诊病例增长明显，而
近半个月来，该省农村、城市接连“中招”，除绥化外，哈尔滨、
齐齐哈尔、伊春等多地也发现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黑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葛洪表示，本轮疫情中病毒隐匿
性强、感染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呈现阳性感染者以村屯和家
庭等为单位聚集性暴发，以及多地多点同时散发的特点。
　　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受地域气候、生活习惯等因素影
响，黑龙江本轮疫情中部分防疫经验带有一定区域共性特点，
对全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有借鉴意义。
　　——— 农村防控易现薄弱环节。记者发现，不少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跟望奎县惠七镇有关联。行动轨迹显示，一些人
无视防疫要求，到村里参加婚礼、去镇上饭店聚餐、在屯内食
杂店打扑克，导致病毒传播风险大增。
　　黑龙江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刘彦诚说，这暴露出农村地
区防控意识松懈、防控能力薄弱、防控难度大等问题。
　　——— 无症状感染者较难发现。黑龙江本轮疫情中，无症状
感染者数量占总确诊人数过半。望奎、哈尔滨市呼兰区早期确
诊的无症状感染者，是当地医疗机构对就诊患者“应检尽检”
才得以发现。
　　——— 企业聚集性疫情属防疫难点。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
公司近期出现聚集性疫情，截至 24 日，已发现 90 多例确诊
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与该企业相关联，其中绝大部分为该企业
员工。据哈尔滨市通报，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聚集
性疫情，通过对部分病例标本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望奎
病例同源。
　　另外，国家卫健委病因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孙殿军
提醒，冬季更适宜病毒存活，密集环境又易造成病毒传播。

疫情走势仍待观察

　　多名身处战“疫”一线的专家告诉记者，半个月来，黑龙江
疫情数据波动，有时单日确诊病例少但无症状感染者多，有时
单日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双高。随着部分地区多轮核酸检
测推进，疫情走势仍需继续观察，拐点尚未到来。目前，黑龙江
省已组织腾空哈尔滨多所医院，为收治更多患者做好准备。
　　对于农村防疫薄弱环节，专家表示，早期预防是农村防控
疫情的第一道屏障，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从事进口物
品搬运、运输、存储和销售环节的工作人员，原则上在工作地
休假。另外应严格执行返乡新规，对拒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
个人和部门应压实责任。
　　专家表示，医疗机构在发现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扮
演着“前哨”作用，但同时风险也不小，应严防发生院感情况。
绥化市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晓波建议，进一步强化院感防控，加
强住院病人和陪护管控，严格限制人数、出入。入院缓冲病室
必须独立区域、单人单间，降低患者和医务人员感染风险。
　　针对可能出现的聚集性疫情，有关工作负责人表示，要抢
抓窗口期，排查重点企业、场所、区域、人群可能带来的风险隐
患，严防疫情向外扩散。    （参与采写：王建、侯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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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情
结。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不少人选择就地
过年，这个春节也因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就地过年，年味不减。节前消费市场供
应充足吗？采购年货有哪些新特色？怎么保
证顺畅“买买买”？新华社记者带你探访年
货供应市场。

  “菜篮子”“米袋子”满起来，

量足价稳有保障

　　春节将至，年味更浓。
　　站在湖北武汉武昌区小东门生鲜市场，
鱼丸、肉丸和香肠的香味扑鼻而来，摊位前
站满了采购年货的市民。多位商贩告诉记
者，进入腊月后，买年货的顾客明显增多，几
乎每天从早上五六点忙到晚上七八点。
　　在北京，各大商超的入口被红火的节
庆商品装点一新。记者来到物美超市双井
店，看到这里的年货饰品区挂满红对联、中
国结、红灯笼等，水果区的草莓、猕猴桃等
进口水果种类丰富，洋溢着新春气氛。
　　物美超市双井店店长杨海奇告诉记
者，目前，店里商品销售额比往年高 15%，
特别是线上订单环比增长了一倍。由于今
年不少人选择留京过年，随着春节临近，未
来销量还会进一步上升。
　　特殊春节下，为更好满足消费者采购
年货需求，全国多家商超、菜市场加大备货
力度，提高果蔬、水产品、牛羊肉等上市量，
保证“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
　　据了解，为保障春节期间商品供应，物
美集团今年比去年增加了 30% 供货，包括
生鲜、果蔬、米面粮油等基础民生品类备货。
　　在北京超市发双榆树店，记者了解到，

门店日均备货大白菜约 2000 公斤，猪、
牛、羊等鲜肉约 3000 公斤，每天推出 10
种惠民菜，满足市民需求。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蔬菜中心批发
市场，大白菜、冬瓜、土豆、洋葱、西红柿等北
方冬季常见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为满
足供应需求，这一市场积极引导商户坚守营
业，加大货源组织力度，保障市场供应。
　　多部委也联合发力，做好市场保供工
作。去年 12 月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等部门已投放中央储备猪肉 6.5 万余
吨，牛羊肉 2200 余吨。商务部表示，将根
据市场情况，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指导各
地商务主管部门适时投放蔬菜、肉类等储
备，稳定节日市场供应。

  年货搬上“云端”，足不出户

也能“购”

　　“宅”家网购年货成为今年置办年货的
新特点。足不出户，怎么才能让年味不减？
　　打开各种购物 App ，便能发现“年货

节”成为一大主题词，采办年货、赶大集等
活动纷纷“上云”“在线”。
　　原切牛腩块、盐池滩羊肉、烟熏腊肉、
德国升降火锅……在苏宁易购的 App 上，

“土”年货和“潮”年货齐头并进，让家乡的
味道不再遥远。
　　“有形”年货很丰富，“无形”年货也热
销。疫情下，“健康年货”更加走俏。在这个
年货节，拼多多“医疗健康”加码补贴体检、
保健品等健康服务及产品，最高补贴达
50%，销售火爆。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举办的“2021 年
全国网上年货节”于 1 月 20 日正式拉开帷
幕，这一活动将持续到 2 月 18 日，大量电
商企业也将由此开启春节“不打烊”模式。
　　买得丰富，也要买得放心。记者了解
到，京东生鲜“菜篮子”供应将原有备货量
提升至过去的 3 倍，而且坚持“逢鲜必检”，
给所有水产品配上“身份证”，确保从生产
加工、检验到流通销售，都能实现可追溯。
　　顺应今年新趋势，包括物美、家乐福、
永辉等全国多家实体超市依托自有购物

App 推出网上年货置办通道，让市民
“宅”家也能挑年货。

  物流“火力全开”，送货上

门不掉链

　　“快过年了，最近寄腊肉香肠的订单
越来越多。”临近春节，重庆的菜鸟裹裹
快递员胡鹏每天在站点忙个不停。他告
诉记者，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很多人选择
就地过年，通过快递给老家寄年货的人
特别多，自己每天要为几十个客户寄走
腊肉香肠、火锅底料等当地特产。
　　今年春节电商“不打烊”，快递能保
证吗？——— 不少网友这样在线发问。
　　特殊之年的春节物流，俨然成为一
场“新春运”，各家快递企业也“火力全
开”，承诺春节期间“不打烊”。
　　菜鸟春节物流负责人李江华介绍，
今年菜鸟将在 200 多个城市实行“春节
不打烊”，确保米面粮油等民生物资配
送，并联合天猫淘宝为快递员提供 2 亿
元春节补贴。中通、申通、圆通、韵达等作
为菜鸟春节物流特约合作伙伴，将共同
重点保障网购订单的发货配送。
　　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表示，京东物
流“春节也送货”运营保障范围将进一步
扩大，消费者可在全国近 300 个城市、
1500 个区县正常下单收货。
　　此外，七鲜超市和七鲜生活全国门
店春节期间不打烊，并承诺七鲜超市 3
公里和七鲜生活 1.5 公里范围内，年货
最快 30 分钟送达。
　　“我们要求邮政快递企业全面落实
疫情防控‘五有’措施，严把境外输入关
和进口冷链关，减少人员聚集，做好邮件
快件的消毒消杀。”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
司副司长边作栋说。
　  （记者于佳欣、王雨萧、王自宸）
     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就地过年，年货市场年味咋样？
新华社记者为你打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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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济南 1 月 25 日电（记者陈
灏、张昕怡、张武岳）记者 25 日从山东栖
霞笏山金矿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事故 22 名被困矿工中，
11 人已经获救升井，10 人确认遇难，另有
1 人仍在搜寻。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总指挥、烟台
市市长陈飞介绍，经过救援人员的不懈努
力，24 日 11 时 13 分至 15 时 18 分，先后
有 11 名被困矿工安全升井。24 日下午至
25 日下午，救援人员不停搜寻，又找到 9
名被困矿工，均已不幸遇难。连同 21 日已
遇难的 1 名矿工，10 名遇难矿工遗体已
全部升井。
　　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剩余的 1 名失联
人员。陈飞说，井下“六中段”以上空间搜寻
工作基本完成，“六中段”以下积水较深，搜
寻难度很大。“但只要这名失联矿工还没有
找到，搜寻工作就不会停止。”
　　据他介绍，11 名升井矿工都已得到很
好的医疗救治。陈飞还表示，将加快推进事
故原因追查，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尽快给遇
难者家属和社会一个满意的交代。

　　据新华社济南 1 月 25 日电（记者陈
灏、张昕怡、张武岳）记者 25 日从山东栖
霞笏山金矿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
专家通过遇难者位置判断，24 日至 25 日
新确认死亡的 9 名遇难者死因系井下二
次爆炸。
　　救援指挥部现场救援组组长陈玉民介
绍，据了解，1 月 10 日 13 时 15 分左右，
笏山金矿回风井井筒内传来爆炸声，同时
伴有很强的震感，井口信号室玻璃全部震
碎，随即井口冒出浓烟；当天 14 时 45 分
左右，井筒内再次传来巨响，并出现很强的
冲击波。二次爆炸使井筒设施破坏程度更
加严重，也使得井筒杂物堵塞更加紧密，给
清障工作带来更大困难。
  同时，二次爆炸也导致正在逃生中的
9 名矿工遇难。陈玉民介绍，从 24 日下午
到 25 日下午搜寻到的 9 名遇难矿工的位
置来看，5 人位于距井口约 420 米的位
置，4 人位于距井口约 500 米的“三中
段”。这说明，这 9 名矿工是在第一次爆炸
后、自我逃生过程中攀爬竖井时，受第二次
爆炸冲击而遇难的。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已确认 10 人遇难
专家认为其中 9 人因二次爆炸遇难

　　 25 日，在山东栖霞笏山金矿事故救援
现场，山东能源龙矿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
队长冯安吉向记者讲述了他下井营救幸存
被困人员的经历。
　　他说，被困人员升井前，他在井口待命，
接到指令后即和两名队友一起，乘坐吊桶下
井。到达井下“四中段”后，他找到一名蜷缩
着的被困人员。冯安吉随后发现，这名被困
人员还可以说话，但身体虚弱、无法行动。
　　“他长期处于黑暗环境中，不适应亮
光。我关掉了我头盔上的灯，借着身后队友
的头灯照亮，对被困人员的眼睛进行保护，
给他戴上眼罩。”冯安吉说，他和队友们一
起为被困人员进行保暖、安抚情绪。随后，
三人合力将被困人员抬至吊桶处。
　　据了解，救援人员早前未能与这名被
困人员取得联系。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他
以安全帽接取巷道内的涌水饮用，顽强地
存活了 14 天。

　　这名被困人员顺利升井后，冯安吉回
到地面等待清障人员清障。清障作业进展
到“五中段”所在的深度后，他和队友再次
下井，营救此前已经联系上的 10 名被困
人员。冯安吉说，他和队友在安抚好被困
人员的情绪后，立即着手制定升井方案。
　　“我们询问了被困人员的状况，最后
确定让年龄较大、身体虚弱和有心脏疾
病的人员先升井，党员和身体条件较好
的随后。”冯安吉说，最后一个升井的被
困人员，就是记者拍摄到的双手合十表
示感谢的那名幸存者。此前，也是他在井
下敲击钻杆，回应地面救援人员。
　　记者了解到，冯安吉从事矿山事故救
援工作已有 17 年。他对记者说，救援队员
平时不仅要锻炼身体和心理素质、学习救
援技术，还要注重心理疏导的学习。
       （记者张武岳、陈灏）
     新华社济南 1 月 25 日电

救援人员讲述“地心营救”过程

　 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记者罗鑫）记者 25
日从北京大兴区获悉，根
据疾控部门建议，为进一
步完善疫情防控措施，从
1 月 25 日起，凡是家中饲
养宠物的集中隔离观察人
员，大兴区统一安排携带
宠物到专门集中隔离点进
行集中隔离观察。同时，派
驻动物检疫专业人员进驻
隔离点，做好动物防疫。
　　此前，大兴区副区长
韩新星介绍，近日大兴区
对天宫院街道融汇小区部
分居民进行集中隔离观
察。在这一过程中，考虑有
些家庭饲养的宠物需要照
料，在保证各项防疫要求
严格落实到位的情况下，
同意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
家隔离照料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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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5 日，在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
道融汇小区，两名居民带着宠物狗准备登车
前往集中隔离点。 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