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时评

时政·重点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

融媒编辑：孔香翠04 YONGKANG DAILY

保健康 防重症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当前，随着疫情发展进入不同阶

段，各地医疗救治需求不同。有的发热

门诊诊疗需求比较突出，有的急诊和重

症救治压力较大。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表示，各地正采取多种措施，不

断扩充医疗资源，扩大医疗服务供给，

满足患者诊疗需求。

在重症患者救治方面，主要做到以

下三点：一是扩容全国重症医疗资源，

各地按要求扩容和改造定点医院、亚定

点医院，增加二级医疗机构重症医疗资

源，重点拓展三级医院重症医疗资源；

二是关口前移，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为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实施分级健康

管理；三是三级医院发挥重症救治兜底

保障作用，扩容急诊接诊能力，畅通急

诊和住院病房收治的绿色通道，急诊留

观的重症患者要实现 24 小时清零收

治，更快速循环和周转急诊资源，收治

更多重症患者。

防控措施调整为“乙类乙管”
我国具备了什么条件？防控重点有何变化？

新冠病毒感染将自2023年1月8日起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政策调整具备了哪些
条件？疫情防控措施有哪些主要变化？医疗资源储备能否满足救治需求？12月27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实事求是、主动作为、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政策

“当前，随着病毒变异、疫情变化、

疫苗接种普及和防控经验积累，我国新

冠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国家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说，密切跟踪病毒特

点，研判疫情形势，加快推进疫苗接种

和药物供给、加强医疗救治和防控体系

建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因素，都为

我国调整新冠病毒感染的法律归类创

造了条件。

李斌表示，依法将新冠病毒感染从

“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是疫情

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体现了实事求

是、主动作为、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

政策。调整后，绝不是放任不管，绝不

意味着所有防控措施退出，而是要继续

强化管理、强化服务、强化保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乙

类乙管”绝不是放任不管，应该将工作

重心从防感染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确

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的平稳有序。

针对公众关注的实施“乙类乙管”

后给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的主要变化，国

家疾控局副局长常继乐介绍，有以下四

个方面：

一是在传染源发现方面，主要通过

医疗机构就诊、居民自我健康监测、重

点人群检测等方式来发现感染者，不再

采用全员核酸筛查等方式。

二是在传染源管理方面，对无症状

感染者和轻症病例采取居家健康管理，

不再实行隔离治疗措施或隔离观察。

三是在社会面防控方面，防控措施

更多集中在重点场所、重点机构、重点

人群，取消或减少对其他场所机构和人

员活动的限制，尽量减少对群众正常生

产生活的影响。

四是在国境卫生检疫方面，对入境

人员不再实施闭环转运、集中隔离等措

施。来华人员按照海关要求，填写健康

申明卡，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

无异常的人员可直接进入到社会面。

调整后防控措施主要有四方面变化

不断扩充医疗资源 满足患者诊疗需求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

不同群体
该如何防护

个人日常防疫行为准则

1.提前接种疫苗，科学佩戴口罩，

勤洗手，注意咳嗽礼仪，少聚集。

2.保持规律作息、锻炼身体、多喝

水、健康饮食、良好心态等健康生活方

式。

3.居家和工作场所定时开窗通

风。做好居室日常卫生。

4.出差或旅行前，关注目的地疫

情流行情况，做好出行计划。

5.乘坐飞机、高铁、火车、空调大

巴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应佩戴口罩，随

时注意手卫生。

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
防疫行为准则

1.60 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具 有 较

严重基础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

群等重症高风险人群尽快完成全程

接种和加强免疫，降低重症发生风

险。

.在 疫 情 流 行 期 间 ，老 年 人 、慢

性 基 础 疾 病 患 者 、孕 妇 、儿 童 和 伤

残人士等人群尽量减少前往人群密

集的公共场所，确需前往应全程佩

戴口罩。

2.在疫情流行期间，不建议老年

人、孕妇、儿童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进

行长途旅行。

3.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

孕妇、儿童等人群如出现发热、呼吸

道感染等症状，及时开展抗原或核酸

检测。

4.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孕

妇、儿童等人群应根据相关指南合理

使用对症治疗药物，注意药品适用人

群范围和多种药品合并使用禁忌，患

者本人或监护人要密切关注其健康状

况，必要时及时就诊。

感染者防疫行为准则

1.感染者居家期间，尽可能待在

通风较好、相对独立的房间，减少与

同住人员近距离接触，如条件允许使

用单独的卫生间。避免与同住人员

共用餐具、毛巾、床上用品等日常生

活用品。

2.感染者非必要不外出，避免前

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不参加聚集

性活动。如需外出，应全程佩戴 N95

或KN95口罩。

3.感染者根据相关指南合理使

用对症治疗药物，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尤其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

孕妇、儿童和伤残人士等特殊人群要

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时

就诊。

4.陪护人员尽量固定，首选身体

健康，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及加强接种

的人员。

5.做好居室台面、门把手、电灯开

关等接触频繁部位及浴室、卫生间等

共用区域的清洁和消毒。使用常规家

用清洁产品并按说明使用，注意清洁

剂和消毒剂的安全存放。

保健康、防重症 重点做好“三重一大”

常继乐表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实施“乙类乙管”，不是松口气、歇歇脚

的信号，更不是“一放了之”。调整后的

工作目标确立为“保健康、防重症”，工

作重点可以概括为“三重一大”。

“三重一大”包括加强重点人群保

护，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率，开展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等高风

险人群健康调查，做好分级分类诊疗工

作；加强重点机构防控，养老院和社会

福利院等机构要适时采取封闭管理，严

防机构内发生聚集性疫情；做好重点行

业防控，对维持社会基本运行的公安、

交通等行业，建立人员轮岗备岗制度；

动态开展大型密闭场所防控和大型活

动管理，疫情严重时，对人员容量大、空

间密闭的场所，短期内可以采取必要的

减少人群聚集和人员流动等措施。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流行，还

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

主任医师殷文武提醒，在实施“乙类乙

管”之后，社会面传染源不确定，更要坚

持做好个人防护，包括勤洗手、规范佩

戴口罩、积极接种疫苗等。

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
这是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一

次重大调整——新冠病毒感染将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由“乙类甲管”调整

为“乙类乙管”。调整后，感染者与密

接人员隔离、疫区封锁、交通卫生检疫

等防控措施也将做出相应调整。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流

行。国内疫情总体处于快速上升阶

段，因各地人群流动性、人口密度、人

群免疫水平等差异，未来一段时间各

地将陆续面临疫情流行的压力。这

需要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将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

治，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冠病毒感染

“乙类乙管”。

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冠病毒感

染“乙类乙管”，要继续做好相关防控

和救治工作，千方百计地降低重症、

减少病亡，维护人民健康。特别需

要关注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等重

症高风险人群的疫苗接种、个人防

护和感染后的及时救治，最大限度

减少重症和病亡。同时，也要加强

病毒变异、疾病严重性、医疗资源使

用情况的监测。

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冠病毒感

染“乙类乙管”，要加强药物供应保

障。做好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相关中

药、对症治疗药物、抗病毒药物、抗原

检测试剂等准备，通过各种途径及方

式，满足居民购药、用药需求。鼓励

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

和轻型病例优先选择居家隔离治疗，

为他们提供在线健康咨询、合理用药

科普等。

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冠病毒感

染“乙类乙管”，要优化配置医疗卫生

资源。要提前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完

善分级分类诊疗机制，加强基层诊疗

能力建设，统筹新冠病毒感染者救治

和日常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尽最大可

能不影响正常医疗服务。同时，也要

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维持社会经济日

常运行的人员，合理安排工作。

平稳有序度过防疫政策调整期，

需要每个人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保持平和心态、乐观心情，用平

常心应对新冠疫情。我们倡导继续

做好健康监测与个人防护，坚持戴口

罩、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合理用

药、正确就医。
来源：新华社、健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