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刷:茂名市名升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茂名市电白区（原茂港区）进港大道128号 广告热线：2963992 2963993 茂名日报社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440900100009

0202
2022年7月12日 星期二 首席编辑：柯泽彪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柯泽彪重点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为进一
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期发布了《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第九版防控方案出台的依据是什么？
做了哪些针对性调整？如何真正落实
到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权威专家
进行解读。

基于科学依据因时因势调整

第九版防控方案全面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特点，
因时因势对疫情监测、风险人员的隔
离管理、中高风险区划定标准等进行
了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从疫情形势的变
化、病毒变异的特点及前期试点研究
等 3 个方面解释了第九版防控方案调
整的依据。

他表示，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世界范围内持续流行，今年以来全国
本土疫情发生频次明显增多。研究提
示，奥密克戎变异株潜伏期短、传播能
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具有更强的免
疫逃避能力，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新
挑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今
年 4 至 5 月份，在大连、苏州、宁波、厦

门、青岛、广州和成都等 7 个城市开展
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试点研究工
作，取得大量科学依据。”雷正龙说，结
合各地防控实践，特别是上海、吉林等
地大规模处理疫情的经验教训，并参
照世界卫生组织上半年发布的指南，
对防控方案进行了修订。

“第九版防控方案是对防控工作
的优化，决不是放松防控，目标是更加
科学精准。”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人说。

重点进行三个方面修订 提
升精准规范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相关负责
人提醒，第九版防控方案决不是放松
防控，而是要求更规范、更准确，把该
管住的重点风险管住、该落实的措施
落实到位。与第八版防控方案比较，
第九版防控方案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
修订：

一是针对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
限和方式，第九版防控方案提出，将密
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
康监测”调整为“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解除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前不要求双采双检；将密接的
密接管控措施从“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
员王丽萍说，研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
株平均潜伏期缩短，多为 2 至 4 天；绝
大部分都能在 7 天内检出。这样的调
整并不意味防控措施的“宽松”，而是
根据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流行特点对防
控措施的进一步优化，不会增加疫情
传播风险，是精准防控的体现。

二是围绕封管控区和中高风险区
划定标准，第九版防控方案将两类风
险区域划定标准和防控措施进行衔接
对应，统一使用中高风险区的概念，形
成新的风险区域划定及管控方案。

“高风险区采取‘足不出户、上门
服务’的封控措施；中风险区采取‘人
不出区、错峰取物’的管控措施；低风
险区采取‘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的防
范措施。低风险区域人员离开所在的
地区或城市，应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雷正龙介绍，这样可以进一
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三是为进一步完善疫情监测要
求，第九版防控方案明确，加密风险职
业人群核酸检测频次，将与入境人员、
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核酸检测
调整为每天1次，增加抗原检测作为疫
情监测的补充手段。

“通过多渠道的监测机制，进一步
提升常态化监测的敏感性，实现病例
早发现。”王丽萍说。

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将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个别地方对入境人员在集中隔离
期间核酸检测频次不足；有些地区在入
境人员解除隔离前，存在最后一次核酸
检测采样提前的情况……近期，上海、
江西等地发现个别入境人员在解除集
中隔离后检测出阳性的情况，国家和地
区疾控专家对此开展调查分析和风险
排查，发现个别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点在
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

“各地要加强对集中隔离点的管
理，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的有关
要求，确保‘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
天居家健康监测’管控政策落实、落
地、落细。”雷正龙说，要加强集中隔离
点规范管理，做到信息推送和全程闭
环管理，严格落实居家健康监测。

为做好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工
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
召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疫情
防控这根弦，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
案，将不一致的措施限期清理。

下一阶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将指导各地及时做好防控措施
的贯彻落实及平稳衔接，并适时对各
地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抽查，促进第九
版防控方案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更加科学精准防控疫情
——权威专家解读第九版防控方案

新华社记者李恒、顾天成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张
铎）近日，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气象
专家表示，入夏出现高温属正常现象，
但今年高温天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具
有一定的极端性。

上海中心气象台 10 日下午发出高
温红色预警信号，当日最高气温达到40
摄氏度。长沙市气象台预报 10 日起至
17 日，长沙将维持一段晴热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将升至38摄氏度左右。

据中国天气网信息显示，未来一
周，新疆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中东部、黄
淮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
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
温一般为 35 至 38 摄氏度，局地可达 40
摄氏度以上。武汉、杭州、长沙、南昌、
重庆等地未来七天高温几乎“全勤”，重
庆 11 日起连续 3 天最高气温将达 40 摄
氏度，最低气温基本在 30 摄氏度以上，
酷热难耐。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符娇兰表

示，七月初以来，伊朗高压异常发展，向
东影响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同时副热
带高压西伸、发展，控制我国南方大部地
区，受高压脊的控制，上述大部地区盛行
下沉气流，以晴热少雨天气为主，白天受
太阳辐射影响，气温升高比较快，出现大
范围的高温天气。入夏出现高温天气是
正常现象，但今年高温天气的强度和持
续时间还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专家提醒，高温之下要特别注意防
暑降温，谨防中暑，尽量避免在烈日下
或温度较高的环境中长时间行走、进行
强体力劳动，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如
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凉帽、太阳镜，
打遮阳伞，涂抹防晒品等。一旦出现头
晕等不适，尽快选择阴凉、通风处休息，
及时补充水分。老年人、儿童、孕妇、体
弱者以及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等疾病患
者应避免在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室内应
保持通风，可借助在地上洒水，使用电
风扇、空调来降温。

新华社北京7月 11日电 财
政部、应急管理部 11 日预拨 2.7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
持地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其
中，预拨 2 亿元，支持辽宁、吉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云 南 等 6 省
（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由地方
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

救助，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
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
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
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预
拨 7000 万元，支持甘肃、内蒙古、
陕西 3 省（区）做好抗旱救灾工
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
困难等问题。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2.7亿元
支持地方防汛抗旱

新华社电 记者7月11日从教
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
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共同组织开
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
推动校企深度融合，主动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该行动将利用 5
年时间，有组织推动 1000 所以上
高校支撑服务 1 万家以上企业高
质量发展。

通知提出，利用 5 年时间，聚
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
共性问题，新增布局 30 个左右关
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和
100 个左右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推动建设一批校企创新联合体，
开展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优化整
合，联合部署一批协同攻关任务，
支持高校和企业探索协同创新的
新机制、新模式，根据龙头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中小

企业特点，实现与高校精准对接，
开展不同形式的创新合作，突破
一大批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强化企
业需求牵引和市场化导向的知识
产权布局。

通知将实施协同攻关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推动打造一批创新
联合体、优化整合一批技术创新
平台、探索选聘一批专家教授作为
中小企业技术导师、择优派驻一批
博士生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推进
实施一批高校专利开放许可项目、
培育孵化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等“七个一批”重点任务。

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区域产
业发展，联合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和
具体举措，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校
企对接活动，加强对协同创新项目
的资金支持力度，有力促进产业高
质量发展。 （记者徐壮）

新行动助力上千所高校
服务上万家企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
专家提醒谨防中暑

7月10日，一位市民走在上海闵行区一家商场外的喷泉前。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