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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快遞員出發中。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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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在17日《財經》年會上，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指出，今冬預計將
有12月中旬到明年1月中旬、明年1月下旬到2月中旬、明年2月下
旬到3月中旬三波疫情，構成今冬的新冠流行峰，而「一峰三波」
料將持續大概三個月，感染率在10%—30%。內地選擇「新十條」
出台的時間是疫情三年來每周報告死亡數最低的一個時點，如果提
前到今年年初出台「新十條」，按照美國奧密克戎死亡人數推算，
2022年中國會有103.8萬人死亡；如果以香港作為參照推算，內地會
多死200多萬人；如果以台灣作為參照推算，大陸會多死亡86.6萬
人。

重症危重症比例下降至0.18%
吳尊友披露，從2022年 1月1日至12月12日，香港因疫造成
10,808人死亡，粗病死率為0.48%，台灣因疫造成13,867人死亡，
粗病死率為0.16%。這三年，內地重症、危重症的比例從2020年的
16.47%下降到2021年的3.32%，截至12月5日，今年又進一步下降
至0.18%。「內地控制了疫情，預防了很多人感染，低病死率實際
上是疫情防控的效果。」吳尊友強調，三年來，新冠防控政策不斷
優化，決策是科學的、正確的、符合中國實際的。爭取了三年的寶
貴時間，迎來了新冠病毒致病性減弱、人群疫苗接種率提高，為優
化防控措施創造了機會，規避了數百萬人的死亡。

「一峰三波」料持續三個月
吳尊友判斷，今冬內地疫情可以概括為「一峰三波」，從12月中

旬到明年1月中旬將是第一波疫情，第一波以城市為主，慢慢會上

升起來；第二波是明年1月下旬到2月中旬，由於
春節前的人員流動造成的第二波疫情上升；第三
波是明年2月下旬到3月中旬，春節後返崗返
工。這三波疫情將構成今冬的新冠流行峰，持
續大概三個月。估計今冬疫情感染率在10%—
30%。
「新十條」政策出台後，部分地區出現醫療
資源擠兌的現象。吳尊友對此表示，當前疫情
來得太快、太兇猛，短時間內出現了大量的感
染者，內地在藥品跟進方面總體來說還是可以
的。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感染以後主要以休
息為主，藥品只是起到輔助作用，希望民眾千
萬不要跟風，一看到藥就拚命買、儲備，感染
了要冷靜對自己的病情進行研判，「如果不是很
嚴重，也沒有必要吃藥，一定要觀察病情的發展
情況，如果病情加重，需要及時就醫」。

打加強針等防止疫情「海嘯」
吳尊友指出，守住「疫情要防住」這道底線，一要
防止疫情「海嘯」的發生，打加強針、戴口罩、保持
手衞生，每個人都要保護好自己，最重要的是打加強
針；二要防止死亡堤壩「破潰」，重點保護好脆弱人群，
家裏有老人、有基礎性疾病的人，一定要注意防護，出現了
感染一定要多睡覺、多喝水，病情加重了一定要及時就醫；三
要防止輿情風暴，每個人都要做到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敖敏輝 上
海、廣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京東了解到，
對於此次自願報名參與北京一線配送服務的快遞
人員，集團設置了激勵機制，並且建有每日排查
機制，配備充足的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防疫
物資，還為一線員工配備了新冠疫情險，以及開
放線上極速諮詢入口和熱線電話等，以解決員工
看病用藥的後顧之憂。

解員工看病用藥後顧之憂
為了減輕快遞小哥的工作強度。京東配備了百

輛智能快遞車，且與京東健康合作提供藥品夜間
配送，更快將醫藥物資安全快捷地送到消費者手
中。同時，達達快送也在通過新騎士招募、老運
力激活、人員補貼等多種措施增加騎士數量，並
協調外埠周邊人員進京作為補充運力。

在物資安全方面，京東物流做好全供應鏈環節
的防控消殺措施，對所有場地、設備、車輛及貨
物進行全天候嚴格消殺，確保貨物安全。而在人
員安全方面，京東物流也建有每日排查機制，配
備充足的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防疫物資，並
為一線員工配備新冠疫情險，開放線上極速諮詢
入口和熱線電話，解決員工看病用藥的後顧之
憂。
另外，京東物流也開啟「夜派」模式，延長夜

間派件時長，並在崗位設置上進行精細化安排，
華南片區京東快遞小哥數百名一線人員增援到北
京地區的物資分揀與配送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除京東外，廣東地區

多家快遞公司亦陸續派出援京人員。其中，極兔
速遞從廣佛區域、深莞區域以及粵東片區派出第
一批快遞員，於17日下午出發，馳援北京。

這一周，我明顯減少了不必要的外出活
動。17日，因為囤了一周的菜快吃完了，我

6天來第一次前往菜市場買菜。在市場入口的
街巷，依然有不少周邊村的阿婆，排排坐在小

板凳上，擺賣一些自家種的蔬菜瓜果。我忽然
發現，10多位賣菜的阿婆阿伯，無一例外地戴
上了N95口罩。三年疫情以來，我第一次見這種
情景。在這之前，包括我家的老人在內，不聽年
輕人的勸阻，口罩反覆使用，甚至洗了再用，是
常有的事。一個僅需兩三角錢（人民幣，下
同）的口罩，被他們視如「珍寶」。

疫情籠罩何時了
在廣州，當前 N95 口罩普遍兩三元一
個，如果買在「高位」，甚至五六元一

個。阿婆們突然大方了嗎？當然不
是。「很多街坊鄰居都感染了，有

個人還住院了，我兒媳婦也中招在家隔
離，我都驚。」梁阿婆道出了他們現時的心
態。

近一周，整個廣州都籠罩着此種氛圍。16
日，一場由廣東省商務部門舉行的新聞發布
會，到場的媒體記者只有5位。在以往，20位
都算少的了。「很多人都因為『陽』了，臨時
來不了，也有的或許是怕去人多的地方吧。」
工作人員說。17日，另一場大健康領域的論壇
在廣州天河區舉行，原本邀請了9家新聞媒體機
構，最後只來了4位記者。參加會議的專家和
企業界代表，也有多名因為感染，取消了一些
發言環節。

也許，只有真真切切地看到身邊人感染
後的「痛苦」經歷，才會千方百計地保
護好自己。明年春來早，希望我們再
也不會被疫情困擾。

地攤阿婆也戴上了N95口罩

「張先生您好，您的快遞到了，麻煩您
下樓拿一下。」「你好辛苦了，麻

煩放到自提櫃。」17日下午18時，陝西省西
安室外溫度降到零下，一早就出來上班的快
遞小哥張旭峰，僅用了不到一分鐘，就完成
了一件快遞的送達。看着逐漸暗下來的天
色，張旭峰發動電動車又匆匆趕赴下一個地
點。「入行5年，3年疫情，一直都是這樣匆
匆忙忙的狀態。」張旭峰說。

「轉陰」後已第一時間返崗
「平時因為工作太忙，網購就成了我購物
的主要方式。」西安市民王女士說。「從12
月8日開始，我突然發現，前一天下的幾個
單子客服都發來了這樣一句話：親您好，親
的地址受疫情影響，我們默認的快遞都停發
了哦，暫時發不了貨……」讓王女士更加擔
憂的是，從12月12日開始，連一些買菜平
台都因為運力不足而不能下單。對於王女士
的遭遇，張旭峰說他們也有點無奈。「由於
疫情原因，這幾天我們快遞點人手嚴重不
足，市民着急，其實我們更急。」張旭峰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從業者，他現在能
做的就只能是手下麻利一點。腳下快一步，
每天多幹一會，盡量讓市民多一些方便。
「現在北京網上購藥的民眾很多，疊加
『雙12』購物高峰，我們忙到晚上九點，還
是有一大堆送不完的快遞。」17日，北京崇
文門外街道的快遞員苗明朝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最近一周內，他身邊已有超過一半的
快遞員同事「中招」，而因為需要投送的快
遞太多，最先感染的同事在「轉陰」後，基
本都第一時間回來工作。苗明朝稱，近期有
很多快遞訂單是涉疫藥品，加上本周「雙
12」網上購物高峰的訂單，使得快遞量陡
增。但是，不少快遞小哥染疫，需要送的快
遞多了而快遞員還不到之前的一半，就出現
快遞大量堆積的情況。

千餘名快遞小哥抵京增援
為紓緩最後一公里的配送壓力，各快遞企
業紛紛採取增援措施，從全國多地調派力量
馳援北京，採取多種方式保障末端暢通。香

港文匯報記者17日從京東方面獲悉，14日下
午，京東從全國調集的首批1,000餘名快遞
小哥已陸續抵達北京。其中，來自廣東惠州
的「95後」青年湯俊，同樣是援京的一名京
東員工。此前多次獲得派件攬收榮譽稱號的
他，希望盡快熟悉北京派送路線。此次援京
隊伍裏面，不乏支援經驗充足，業務能力過
硬的京東快遞小哥。來自京東快遞上海寶山
營業部的快遞員谷同付，此次自請成為援京
一線快遞隊伍中的一員，他曾參與上海的抗
疫保供工作，此次也選擇第一時間前往北
京。
獲悉全國其他地區快遞人員正在支援北
京，苗明朝舒了一口氣。他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自己已經連續多日從早上忙至晚上九
點才下班。

上海調整分流保運力平穩
為了更好的保障快遞的運輸，在上海，不
少快遞網點進行了動態調整以及業務分流等
舉措。京東華東區域相關負責人對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我們在上海的快遞站點有很
多，雖然已經有近百名小哥前往北京支援，
但平均下來每個站點也僅少了一人左右，完
全不影響本土的快遞業務進
行。」該負責人表示，
目前京東在滬站點通
過統籌上調人員以
及根據快遞情況
尋找臨近營業部
進行人員補充
和分流等，保障
了快遞業務的正
常運行，「疫情
肯定帶來一定的影
響，但我們根據一線
員工激勵以及業務分流統
籌等方式，解決了運力問
題。」
此外，叮咚買菜、美團、餓了麼等平台亦

表示，目前上海本土運力基本平穩，平台還
將通過新增騎手、擴大儲備人員等方式，保
障配送市場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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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帥、敖

敏輝、倪夢璟 西安、北京、廣州、上海連

線報道）快遞員張旭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現在能做的就只能是手下麻利一點，

盡量讓市民多一些方便，不能讓市民收不到快遞。」連日來，由於內地

快遞單量的急速增加，再加上部分從業人員因為感染新冠不能到崗，全

國多個省市的快遞收發業務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特別是北京更是出現了

快遞積壓、運力不足等突出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困難，京東、順豐等快

遞企業不僅緊急從全國調集人員支援北京，同時也不斷加大各地快遞力

量的補充，希望能盡快恢復運力，保障市民正常的生活需求。

快遞公司設激勵機制 為一線員工配疫情險

今冬疫情「一峰三波」
感染率約10%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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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近
期，不少市民在陽了之後都會擔心，自己居家會
傳染家人，雲南昆明部分酒店順勢推出「抗疫套
餐」，讓有需要的市民在染疫後可以選擇入住，
酒店住宿套餐內包含了一日三餐和抗原檢測試
劑。市民對酒店推出「抗疫套餐」的反應不一。
位於昆明翠湖邊的一家連鎖酒店推出了「安心
抗疫樂享套餐」，香港文匯報記者具體詢問後了
解到，該套餐分為一晚368元（人民幣，下同）
/間、三晚988元/間、五晚1,400元/間，酒店每
天會提供早午晚三餐，同時每天提供一支抗原檢
測試劑。
酒店客服介紹，陽性客人入住，他們會安排專

門樓層給這類客人使用，入住期間房間不進行打

掃，等客人退房後才會進行打掃消毒，另外酒店
也備有消毒棉籤、酒精等消毒用品。
市區另外一家溫泉酒店，也推出「安心抗疫套

餐」，該套餐內同樣包含早午晚三餐以及一天一
支抗原檢測試劑。目前這家酒店已有部分客人入
住。
初時，市民古女士對酒店的「抗疫套餐」非常
感興趣，因老公陽了，考慮到家中還有剛上一年
級的孩子，覺得讓老公去酒店會比較好。但了解
情況後，她最終還是放棄了，因為酒店消費套餐
價格並不低。市民鄭先生則表示，如果自己陽
了，他會選擇去酒店，畢竟家中的父母年紀都大
了，不想傳染給他們，而現在這個病用對藥很快
就能好，酒店的環境相對來說也很舒適。

昆明部分酒店推「抗疫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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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華南深圳地區支援北京的快遞員。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京東西安亞洲
一號園區全力保
障市民的日常購
物、物流配送等
需求。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在北京開展工作的京東快遞員。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復常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