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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1月8
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
施“乙类乙管”。实施“乙类乙管”
后是否有必要继续戴口罩？是否
还要强调个人防护？春节临近，为
确保健康过大年，大家应在哪些方
面加强注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
员常昭瑞、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主
任医师殷文武回答了公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

问：一些网友认为，实施“乙类
乙管”后就可以放松防护，进入到公
共场所也可以不戴口罩。这种观念
正确吗？

常昭瑞：当前国内新冠疫情仍
处于不同流行阶段，仍需继续强调
做好个人防护，科学规范佩戴口罩，
尤其在以下情形应佩戴口罩：一是
进入医院、商场、超市、室内会场、机
场车站等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公
共场所，乘坐飞机、火车、地铁等公
共交通工具、厢式电梯时应全程规
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及以上级别口
罩。二是进入养老机构、社会福利
机构等脆弱人群集中场所时。三是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新冠
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四是近距离
接触或护理新冠病毒感染者及有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人员时。五是
医务工作者，交通运输、商场、超市、
餐饮旅游、快递、保洁等从事公共服
务及密闭场所的工作人员。阻断新
冠病毒传播，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
重在细节，贵在坚持。

殷文武：实际上，实施“乙类乙
管”后，社会面的传染源更加不确
定，更要做好个人防护，做好自己健
康第一责任人。在疫情流行期间，
如果上班通勤，最好保持“两点一
线”。对一些重点人群，像有基础病
的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在疫情
期间最好少外出、少聚集。在疫情
流行较严重时，尽量不要到影剧院、
KTV、棋牌室、剧本杀等空间密闭、
人群密集场所。

问：今年是实施“乙类乙管”后
的第一个春节，为确保健康过大年，
公众该在哪些方面加强注意？

常昭瑞：为确保广大群众度过
一个健康平安祥和的春节，需在以
下方面加强注意：

一是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坚
持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公筷制，
保持社交距离、咳嗽礼仪、清洁消毒
等卫生习惯，即使感染新冠病毒康
复以后，也应做好个人防护；

二是保持规律作息、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良好心态等健康生
活方式；

三是尽量不举办、不参加大规
模家庭聚集性活动，减少家庭亲朋
聚餐聚会人数，缩短聚餐时间，也
可以通过视频、电话传递祝福，尤
其是避免把感染风险传递给家中
的老年人；

四是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
的人群，尽快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
加强免疫接种，保护自己和家人的
健康；

五是要加强健康监测，密切关
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如果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症状时，
或者核酸或抗原检测阳性时，要尽
可能待在通风好、相对独立的房间，
尽量减少与同住人员接触，密切关
注病情进展，如果出现病情加重，要
及时就医。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于文静）为解决农村
地区医疗物资紧缺问题、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硬仗，近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农村地
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协调对
接多个部门，推动为农村地
区每个村卫生室免费配备2
台指夹式血氧仪，为每个乡
镇卫生院配备1台制氧机。

这是记者13日从农业农
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春节临近，返乡人员增
多。农村地区群众用药和就
医保障问题牵动人心。农村
地区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
点，也是薄弱环节，人口数量
多，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国
家卫生健康委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关口前移”是当前
我国城乡基层疫情防控的重

点工作。
当前，受疫情影响，广大

农村地区对血氧仪、制氧机
等医疗设备需求较大。1月
5日以来，国家卫健委、工信
部、全国工商联等多个部门
集中采购一批血氧仪，优先
向农村地区发货，对接相关
单位落实资金支持、开展采
购工作。截至目前，50％以
上的血氧仪已完成配送。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协调推动为每个乡
镇卫生院配备1台制氧机，
协调国家乡村振兴局汇总
832个脱贫县11534个乡镇
卫生院信息，协调工信部落
实资金来源、采购渠道，目
前首批产品已经发出；同时
会同全国工商联，为脱贫县
以外约2.5万个乡镇卫生院
配送制氧机。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在14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
辉表示，当前我国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共开设发热门诊
1.64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设发热门诊或者发热诊室
4.31万个。从门诊情况来看，
整体呈现出正常诊疗正在逐
步恢复态势。

“全国发热门诊诊疗量
在2022年12月23日达到高
峰，286.7万人次，之后持续下
降，到2023年1月12日回落到
47.7万人次，较峰值时数量减
少83.3％，目前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发热门诊和诊室的就诊人数

均呈现达峰以后整体下降趋
势，农村地区也呈现下降趋
势。”焦雅辉介绍，发热门诊
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检出比
例也持续下降，峰值是2022
年12月20日33.9％的检出
率，到2023年1月12日下降到
10.8％，该趋势表明发热门诊
高峰已过。

“2023年1月12日全国普
通门诊诊疗总人次913.5万人
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
平。门诊患者中新冠病毒阳
性感染者占比在2022年12月
19日峰值是5.7％，之后持续
下降，2023年1月12日占比
0.9％。普通门诊日诊疗量持
续增加，目前正常诊疗正在
逐步恢复当中。”焦雅辉说。

2022年12月23日全国发热门诊诊疗量达到高峰

目前我国正常诊疗正呈逐步恢复态势

我国加大力度为乡镇、村级医疗卫生
机构免费配备制氧机、血氧仪

春运期间怎样做好健康防护？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1月8
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
施“乙类乙管”。时值春运，人员流
动增加，出行途中个人该怎样做好
健康防护？春节假期即将到来，聚
集活动应注意些什么？针对公众
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家疾控局传染
病防控司司长雷正龙、中国疾控中
心传染病管理处研究员常昭瑞作
出解答。

1.问：春节假期即将到来，聚集
活动应注意些什么？

雷正龙：专家研判认为，一些地
方疫情流行的高峰期与春运、春节
假期部分重合，人员流动大、聚集活
动多，特别是室内活动增多，将进一
步加大疫情传播的风险，也增加疫
情防控的难度和复杂性。

为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康

平安祥和的春节，一是倡导大家避
免去疫情高流行地区探亲、旅游，倡
导疫情高流行地区的群众减少出
行，老年人以及有严重基础疾病的
人，应该尽量避免出行。

二是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家
庭聚集活动，减少亲朋聚餐聚会的
规模、人数，缩短聚会时间，加强自
我防护。

三是根据疫情情况，尽量不举办
大规模的庙会、大型室内文艺演出、
展销等活动，减少农村集市的规模和
频次，落实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

此外，各地应根据当地疫情形
势和实际情况，及时发布疫情预警
信息和出行安全提示，指导群众合
理安排出行计划。同时，也请广大
群众关注当地春节期间的疫情防控
要求，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2.问：春运出行途中，可以采取
哪些自我防护的措施？

常昭瑞：在出行途中，要做好自
我防护。一是在环境密闭、人员密
集的场所，比如候机候车时，乘坐飞
机、火车以及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
工具时，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二是在公共场所保持合理的社
交距离，减少近距离与他人接触。

三是做好个人卫生，尤其是随
时关注手卫生。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或肘部遮挡，将用过的纸巾
及时丢入垃圾桶。如果接触到呼吸
道分泌物，及时洗手或进行手消
毒。在外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尽量减少用餐次数，尽量错峰就
餐。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
通的场所。到景区等公共场所时，
遵守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

“乙类乙管”后是否还要强调个人防护？
健康过大年需注意什么？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1月14日，市民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年
货市场上选购窗花。 新华社发（刘环宇 摄）

小年至
年味浓

1月14日，民间艺人在山西平遥古城内表演舞狮。
新华社发（梁生仁 摄）

1月 14日是农历小年，各
地张灯结彩，人们开始采购年
货，年味渐浓。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
获悉，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
日印发《助力中小微企业稳
增长调结构强能力若干措
施》，从进一步推动稳增长稳
预期、着力促进中小微企业
调结构强能力两方面，共提
出15项具体举措，推动中小
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针对中小微企
业当前面临的生产经营困
难，提出了进一步推动稳增
长稳预期的7方面举措，从政
策支持、融资促进、扩大需
求、做好大宗原材料保供稳
价等方面多措并举，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和信心。其中，
明确提出将政府采购工程面
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阶段
性提高至40％以上政策延续
到2023年底。鼓励大型企业
和平台机构发布面向中小微
企业的采购清单，开展跨境
撮合活动，为中小微企业开
拓更多市场，创造更多商机。

针对中小微企业核心竞
争力提升方面，提出了促进
中小微企业调结构强能力的
8方面举措。瞄准转型升级
中的重点环节，通过健全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通过深入实施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携手行动”，推
动以大带小协同发展；通过
实施“科技成果赋智中小企
业”“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

“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中小企
业”三个专项行动，帮助中小
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
优化中小企业职称评审工
作、实施“校企双聘”制度等，
加大人才兴企支持力度；通
过充分发挥北京证券交易
所、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等作用，加大对优质中小企
业直接融资支持。同时，在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发展等方面，也提出一系列
举措。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促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既要做好帮扶、也要抓
好发展，将进一步强化政策
惠企、环境活企、服务助企、
创新强企、人才兴企，全力推
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工业和信息化部。

15项具体举措出台
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调结构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