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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疫情防控重點措施
5個「調整」
◆「7天集中隔離+3天居家健康監測」
管理措施調整為「5天集中隔離+3天
居家隔離」

◆高風險區外溢人員「7天集中隔離」
調整為「7天居家隔離」

◆入境人員「7天集中隔離+3天居家健
康監測」調整為「5天集中隔離+3天
居家隔離」

註：以上人員隔離期間賦碼管理、不得外出。

◆風險區由「高、中、低」三類調整為
「高、低」兩類，高風險區連續5天
未發現新增感染者降為低風險區

◆結束閉環作業的高風險崗位從業人員
「7天集中隔離或7天居家隔離」調
整為「5天居家健康監測」

1個「不再」
◆及時準確判定密切接觸者，不再判定
密接的密接

1個「取消」
◆取消入境航班熔斷機制，登機前48小
時內2次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調整為登機
前48小時內1次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資料來源：中新網

入境檢疫縮至「5+3」取消航班熔斷
中國出台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二十條措施

習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研究部署優化防控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務委員會11月10日召開會議，聽取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匯報，研究部署進一步優化防
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會議指出，要在落
實各項防疫舉措的同時加強分析研判，必要的
防疫舉措不能放鬆，既要反對不負責任的態
度，又要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糾
正「層層加碼」、「一刀切」等做法。
會議指出，當前，新冠病毒仍在持續變異，
全球疫情仍處於流行態勢，國內新發疫情不斷
出現。中國是人口大國，脆弱人群數量多，地
區發展不平衡，醫療資源總量不足，一些地區
的疫情還有一定規模。受病毒變異和冬春季氣
候因素影響，疫情傳播範圍和規模有可能進一

步擴大，防控形勢仍然嚴峻，必須保持戰略定
力，科學精準做好疫情防控各項工作。
會議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落實黨
中央決策部署，堅定不移堅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堅定不移落實「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總策略，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
按照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
要求，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最
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
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以快制快 避免戰線擴大
會議指出，要適應病毒快速傳播特點，切實

落實「四早」要求，以快制快，避免戰線擴
大、時間延長。要集中力量打好重點地區疫情

殲滅戰，採取更為堅決、果斷措施攻堅，盡快
遏制疫情擴散蔓延，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
序，決不能等待觀望、各行其是。要堅持科學
精準防控，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準確分析
疫情風險，進一步優化調整防控措施，在隔離
轉運、核酸檢測、人員流動、醫療服務、疫苗
接種、服務保障企業和校園等疫情防控、滯留
人員疏解等方面採取更為精準的舉措。要大力
推進疫苗、藥物研發，提高疫苗、藥物有效性
和針對性。要在落實各項防疫舉措的同時加強
分析研判，必要的防疫舉措不能放鬆，既要反
對不負責任的態度，又要反對和克服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糾正「層層加碼」、「一刀
切」等做法。要全力做好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服
務保障，切實滿足疫情處置期間群眾基本生活

需求，保障看病就醫等基本民生服務，加大對
老弱病殘等特殊群體的關心幫助力度，解決好
人民群眾實際困難，盡力維護正常生產工作秩
序。要做好重點人群疫苗接種等工作，築牢疫
情防控屏障。

打贏常態化疫情防控攻堅戰
會議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動

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充分認識抗疫鬥
爭的複雜性、艱巨性、反覆性，強化責任擔
當，增強鬥爭本領，守土有責、守土盡責，深
入基層、深入一線，抓實抓細疫情防控各項工
作，做好思想引導和心理疏導，堅決打贏常態
化疫情防控攻堅戰。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天舟五號貨運
飛船任務10日下午組織發射前系統間全區合練，
目前各系統已經做好發射前準備工作。
這次任務是文昌航天發射場2022年度的收官之
戰，也是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的第200次航天發射
任務。針對與夢天實驗艙任務高度並行、發射間
隔時間短等實際情況，科技人員連續奮戰，組織
完成了天舟五號貨運飛船技術區測試、加注，長

征七號運載火箭垂直總裝測試、船箭聯合測試、
組合體垂直轉運等工作。目前，各系統狀態良
好，正按計劃開展火箭加注前準備工作。
「這是點火發射前參試系統最多最全的一次綜

合模擬演練，也是發射前的最後一次合練。」西
昌衛星發射中心總工程師鍾文安介紹，「我們有
信心、有決心完成發射任務，確保天舟『快遞』
使命必達。」

天舟五號完成發射前全區合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國務院聯防
聯控機制發布的最新《通知》要求，嚴禁隨意
封校停課、停工停產、未經批准阻斷交通、隨
意採取「靜默」管理等各類層層加碼行為。
《通知》要求，加大「一刀切」、層層加碼

問題整治力度。地方黨委和政府要落實屬地責
任，嚴格執行國家統一的防控政策，嚴禁隨意
封校停課、停工停產、未經批准阻斷交通、隨
意採取「靜默」管理、隨意封控、長時間不解
封、隨意停診等各類層層加碼行為，加大通
報、公開曝光力度，對造成嚴重後果的依法依
規嚴肅追責。發揮各級整治層層加碼問題工作
專班作用，高效做好舉報線索收集轉辦，督促

地方及時整改到位。衞生健康委、疾控局、教
育部、交通運輸部等各行業主管部門加強對行
業系統的督促指導，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
切實起到震懾作用。《通知》指出，優化校園
疫情防控措施。完善校地協同機制，聯防聯控
加強校園疫情應急處置保障，優先安排校園轉
運隔離、核酸檢測、流調溯源、環境消毒、生
活物資保障等工作，提升學校疫情應急處置能
力，支持學校以快制快處置疫情。落實企業和
工業園區防控措施。各地聯防聯控機制要成立
專班，摸清轄區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企業和工
業園區底數，「一企一策」「一園一策」制定
疫情防控處置預案。

嚴禁隨意封校停課停工停產等層層加碼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此次《通
知》還對醫療資源建設，推進疫苗接種，加快
新冠肺炎治療相關藥物儲備，強化重點機構、
重點人群保護等方面做出了要求。
《通知》要求，加強醫療資源建設。制定分

級分類診療方案、不同臨床嚴重程度感染者入
院標準、各類醫療機構發生疫情和醫務人員感
染處置方案，做好醫務人員全員培訓。做好住
院床位和重症床位準備，增加救治資源。有序
推進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制定加快推進疫苗接
種的方案，加快提高疫苗加強免疫接種覆蓋
率，特別是老年人群加強免疫接種覆蓋率。加

快開展具有廣譜保護作用的單價或多價疫苗研
發，依法依規推進審批。
《通知》提出，加快新冠肺炎治療相關藥物

儲備。做好供應儲備，滿足患者用藥需求，尤
其是重症高風險和老年患者治療需求。重視發
揮中醫藥的獨特優勢，做好有效中醫藥方藥的
儲備。加強急救藥品和醫療設備的儲備。強化
重點機構、重點人群保護。摸清老年人、有基
礎性疾病患者、孕產婦、血液透析患者等群體
底數，制定健康安全保障方案。優化對養老
院、精神專科醫院、福利院等脆弱人群集中場
所的管理。

加快治療藥物儲備 強化重點人群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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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軍 73 歲 華 誕

11月 11日，在第14屆中國航展現
場，中國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拉煙選用
空軍軍旗的紅、黃、藍三種顏色，為人
民空軍慶祝73歲生日。據了解，1949年
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正式
成立。

圖：央視新聞/文：中新社

中國候鳥遷飛通道保護網絡成立

《通知》強調，要落實黨中央部署，積極穩
妥抓好防控措施的優化調整。黨中央對

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作出重要部
署、提出明確要求，各地各部門要不折不扣把各
項優化措施落實到位。

不得隨意擴大高風險區
《通知》要求，將風險區由「高、中、低」

三類調整為「高、低」兩類，最大限度減少管控
人員。原則上將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動頻繁且疫
情傳播風險較高的工作地和活動地等區域劃定為
高風險區，高風險區一般以單元、樓棟為單位劃
定，不得隨意擴大；高風險區所在縣（市、區、
旗）的其他地區劃定為低風險區。高風險區連續
5天未發現新增感染者，降為低風險區。符合解
封條件的高風險區要及時解封。
《通知》強調，對密切接觸者，將「7天集中

隔離+3天居家健康監測」管理措施調整為「5天
集中隔離+3天居家隔離」，期間賦碼管理、不
得外出。及時準確判定密切接觸者，不再判定密
接的密接。沒有發生疫情的地區嚴格按照第九版
防控方案確定的範圍對風險崗位、重點人員開展
核酸檢測，不得擴大核酸檢測範圍。
《通知》要求，取消入境航班熔斷機制，並

將登機前48小時內2次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調整為
登機前48小時內1次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可「閉環泡泡」開展商務活動
《通知》指出，對於入境重要商務人員、體

育團組等，「點對點」轉運至免隔離閉環管理區

(「閉環泡泡」)，開展商務、訓練、比賽等活
動，期間賦碼管理，不可離開管理區。中方人員
進入管理區前需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加強免疫接
種，完成工作後根據風險大小採取相應的隔離管
理或健康監測措施。
《通知》明確入境人員陽性判定標準為核酸
檢測Ct值<35，對解除集中隔離時核酸檢測Ct
值 35—40的人員進行風險評估，如為既往感
染，居家隔離期間「三天兩檢」、賦碼管理、不
得外出。
《通知》要求，對入境人員，將「7天集中隔

離+3天居家健康監測」調整為「5天集中隔離+
3天居家隔離」，期間賦碼管理、不得外出。入
境人員在第一入境點完成隔離後，目的地不得重
複隔離。集中隔離醫學觀察的第1、2、3、5天
各開展1次核酸檢測，居家隔離醫學觀察第1、3
天各開展1次核酸檢測。

不得拒絕接受滯留人員返回
《通知》提到，分類有序做好滯留人員疏

解。發生疫情的地方要及時精準劃定風險區域，
對不在高風險區的外地人員，評估風險後允許其
離開，避免發生滯留，返程途中做好防護。發生
較多人員滯留的地方，要專門制定疏解方案，出
發地與目的地加強信息溝通和協作配合，在有效
防止疫情外溢的前提下穩妥安排，交通運輸、民
航、國鐵等單位要積極給予交通運力保障。目的
地要增強大局意識，不得拒絕接受滯留人員返
回，並按照要求落實好返回人員防控措施，既要
避免疫情外溢，也不得加碼管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國務

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

綜合組11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學精準做好防控工作的

通知》，《通知》要求，將風險區由「高、中、低」三類調整為「高、低」兩

類；對入境人員，將「7天集中隔離+3天居家健康監測」調整為「5天集中隔離+

3天居家隔離」；取消入境航班熔斷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濕地公
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東道國活動——全球
遷飛區水鳥棲息地保護論壇9日在武漢線上線
下同步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全球遷飛區現
狀、典型水鳥保護案例、棲息地保護和恢復等

主題開展研討，分享交流國際候鳥保護經驗。
論壇宣布成立中國候鳥遷飛通道保護網絡，並
發布《中國候鳥遷飛通道保護網絡倡議》。

鳥類遷徙沿相對固定的路線定期往返
據了解，鳥類遷徙是候鳥在繁殖地與越冬地

之間沿相對固定的路線定期往返的習性。全球
共有9條候鳥遷飛通道，途經中國的有4條，
從東至西分別是西太平洋候鳥遷飛通道、東
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通道、中亞候鳥遷飛
通道和西亞-東非候鳥遷飛通道。其中，僅東
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通道每年就約有210種
5,000萬隻水鳥往返於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間。
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秘書長武明錄說，中
國是世界上鳥類種類最多的國家之一，現有鳥
類1,445種，其中具有遷徙習性的鳥類800多
種，中國地處西太平洋、東亞、澳大利西亞、

西非、東非全球候鳥遷徙路線的交匯處，每年
的遷徙期都有大量的候鳥途經中國，僅東亞、
澳大利西亞遷徙數目線上就超過5,000萬隻。
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濕地管理司二級巡視

員楊鋒偉介紹，為了更好保護4條途經中國的
候鳥遷飛通道，中國認定了29處國家重要濕
地和1,021處省級重要濕地，建設了2,200餘處
濕地類型的自然保護區和為數眾多的濕地保護
小區，幾乎涵蓋了候鳥遷飛通道上所有的關鍵
節點。
得益於中國對濕地和候鳥的大力保護，很多

珍稀瀕危種群數量得到增加。朱鹮從1981年
的7隻增加到現在的6,000多隻；黑頸鶴從20
世紀90年代的5,000隻增加到現在的1.5萬多
隻；東方白鸛從20世紀90年代的3,000隻增加
到現在的近1萬隻；黑臉琵鷺從20世紀80年
代的300隻增加到現在的5,000多隻。

◆ 近日，大批越冬候鳥飛抵位於湖南常德境
內的西洞庭湖自然保護區。 新華社

◀ 《通知》要求，將風險區由「高、中、低」
三類調整為「高、低」兩類；對入境人員，將
「7天集中隔離+3天居家健康監測」調整為
「5天集中隔離+3天居家隔離」；取消入境航
班熔斷機制。圖為早前乘坐航班抵達大連周水
子國際機場的國際旅客準備前往隔離酒店。

新華社

◆《通知》提到，分類有序做好滯留人員疏
解。圖為早前滯留海口的旅客在海口美蘭機
場辦理登機手續。 資料圖片

◆《通知》明確入境人員陽性判定標準為核酸檢
測Ct值<35。圖為身着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在核酸
檢測實驗室內忙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