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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高位流行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

“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重庆、辽宁大

连等地疫情仍在发展中，需要密切关注疫情走向。”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

据介绍，从目前情况看，内蒙古、北京、贵州、山

东等省份的社区传播已得到基本控制；甘肃、青海、

宁夏、云南德宏等地疫情低水平波动，但疫情外溢的

风险较低。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高位流行，病毒变异传播正

在加速，随着天气转冷，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

这些因素都为国内疫情防控持续带来压力。

“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吴良有

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

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落实联防联控机制部署，

持续加强疫情监测，加强病例和管控人员的流行

病学调查。

同时，严格落实风险地区、风险人员的管控措施，

加强医疗机构和集中隔离点的管理，严防次生疫情风

险，推动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到位，尽快有效控制疫情。

陆路口岸防控从严
疫情防线再加固

根据流调溯源的结果，武汉疫情以来，国内发生

了30余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均由境外输入引起。

本轮疫情中，一些陆路口岸城市出现从事跨境

运输的货车司机确诊病例，凸显了口岸城市、沿边地

区防控形势复杂的现状。

据介绍，下一步，联防联控机制将继续加大对口

岸城市的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等方

面的支持力度，同时督促各边境口岸特别是陆路口

岸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吴良有表示，要严格入关管理、严防非法入境、

严格人员管理、严格进口货物管理、提高发现疫情的

灵敏度、提高发现扩散风险的灵敏度，推进疫情防控

水平再提高，疫情防线再加固。

“国家移民管理局正针对今冬明春疫情发展新

情况、新特点，精准采取口岸边境防控措施。”国家移

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说。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一方面要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

畅通。”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公室副主任周旻说。

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继续坚持严格防控措施

据介绍，旅游、婚宴等聚集性活动是造成本轮疫

情大范围扩散的重要因素。

对此，吴良有表示，对于展会、论坛等聚集性活

动要按照“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能线上举办的尽量线上举办，

减少因人员聚集和流动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

吴良有同时呼吁，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国家的防控

措施，疫情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旅行，自觉控制聚餐聚会

人数，婚丧嫁娶等活动尽量减少参加人员，不大操大办。

“一年多来，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

疫情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发现一起疫情就

彻底扑灭一起疫情。”吴良有说，我们将继续坚持严

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

实屏障，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冬季来临，受灾群众救助情况如何？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介绍，今年我国洪涝

灾害和往年相比较为严重。1至10月，洪涝灾害共

造成5890万人次受灾，590人死亡失踪，351.5万人

次紧急转移安置，20.3万间房屋倒塌。目前还有部

分受灾群众因为房屋倒塌处于过渡安置状态。

周学文表示，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减灾委有关

成员单位组织开展了救灾救助工作，包括迅速开展

应急救助，抢抓时间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精

心部署做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周学文进一步表示，目前，应急管理部正会同财

政部测算安排中央冬春救灾资金，将会给予今年洪

涝重灾省份一定的倾斜支持。同时已于近日会同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这次寒潮来临前，向部分省

份调拨23.7万件棉被和棉大衣等中央救灾物资，支

持地方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临近年底，如何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介绍，当前安全生产

工作面临“三期”叠加：一是年底事故高发期；二是能

源保供高峰期；三是灾害天气多发期。

宋元明表示，针对这些，督促指导有关地区、部

门和单位重点采取多项措施。一是持续加强督导检

查，近期组织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成立了9个

工作组，对18个省份开展安全生产明查暗访；二是推

动加强煤矿安全增产保供措施，在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推动具有增产潜力的煤矿尽快释放产能，在保供

的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煤矿的打击力度；三是督促

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

完善限电方案，实施有序限电，推动有关部门和企业

制定落实停电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严防停电引发

的生产安全事故；四是各地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专业

队伍强化预防检查和安全技术服务。

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发，下一步如何治理？
“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超过3亿辆，

今年以来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万多起并

造成人员伤亡。这集中反映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治理的紧迫性、严峻性、复杂性。”应急管理部消防救

援局局长琼色说。

琼色表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涉及生产、

销售、使用等多个环节，私自改装和违规使用的管理

难度很大，特别是不少城乡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

进楼入户停放、充电，有的还停放在门厅、疏散走道、

楼梯间等公共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高温有毒

烟气很快能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疏散、逃生困

难，造成人员伤亡。对此，就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

援机构而言主要做三方面工作，包括强化综合治理、

强化执法检查、强化宣传提示。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源头管控和

综合治理，推动建设更多停放、充电场所，跟进出台

这些场所的消防安全标准，推动实施固定充电场所

电价优惠政策，为公众安全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提

供更好保障。”琼色说，“同时，指导物业管理单位加

强巡查检查，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冬季来临，受灾群众救助情况如何？如何治理电动自行车火灾？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冬季来临，受灾群众救助情况如何？年底历来

是生产安全事故高发期，将如何防范？电动自行车

火灾多发，下一步如何治理？围绕这些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在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部

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陆路口岸防控从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做出这些防疫研判

11月8日，冰城哈尔滨迎来降雪、冻雨、大风降温天气的“合围”。在哈尔滨市平房区，那些在低温之下

坚守户外的“疫”线工作者顶寒风冒雨雪，筑牢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 ■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已波及至少20个省份。基

因测序和流调溯源显示，本轮疫情由多个不关联的境

外输入源头引起。

“叠加冬春季季节因素，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对部分地区疫情走向做出研判，

强调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不动摇，疫情

“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