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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月14日电（记者尹思源 周闻韬 董
小红）春节将至，在外打拼的人们踏上回家的路，乡
愁中的“青砖灰瓦红窗花”“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在列
车疾驰间愈发真切。

记者走访部分农村地区采访了解到，春节临近，
各地做好农村居民宣教引导，加强农村地区医疗资
源配置，织密乡村“防护网”。

“分级标记”守护老人健康

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卫生院是一座一层平
房，算不得大，但也划分了不同医疗科室，各类基础
医疗设备都有配备。穿芳峪镇卫生院院长刘宏亮介
绍，天津市对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及其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进行了摸底。

“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或者65至80岁基础疾病
不稳定等人群就会每日一次定期随访。”刘宏亮说，“这
里各个村都有包村医生做‘家庭医生’，村民身体不舒
服了可以随时电话求助，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

午饭过后，院里病患数量已经不多了，记者跟随
刘宏亮到穿芳峪镇肖庄户村对一位“红标”病人进行
随访。肖庄户村村民律春荣介绍，98岁的母亲感染
新冠病毒后症状比较严重，医生连续多日上门治疗
后才转危为安。

常规检查之后，刘宏亮告诉律春荣，老人情况比
较稳定，但仍需要注意防护。

“有专业医生时常随访，我们心里就有了底。看
着母亲身体越来越好我们也越来越放心，最近终于
能睡安稳觉了。”律春荣说。

“远程问诊”打破就医限制

“没想到现在看病这么方便，在家门口卫生院就
能视频连线巫山县人民医院的专家看病。医生说，
如果明天没有好转就转到县人民医院。”不久前，在
重庆市巫山县福田镇卫生院内，居民王先生通过线
上问诊的方式进行了诊治。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充分发挥县域医共体优势，
巫山县开设了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相结合的新冠病
毒感染者诊疗机制，利用远程会诊系统，全面落实基

层首诊、上级专家会诊，精准做好新冠病毒感染医疗
救治工作。

在重庆市南川区水江中心卫生院，患者拍出的
CT 通过南川区智慧健康平台能及时传输到区人民
医院，由区人民医院的医生进行诊断并回传。南川
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南川区还发挥医共体作
用，依托全区 1家三甲医院、2家二甲医院，组建 3个
片区医共体开展分级诊疗，提升农村医疗保障能力。

水江中心卫生院院长陈宁说：“远程问诊不仅让
群众在家门口体验到三甲医院的服务，也帮助我们
及时发现有重症倾向的患者。”

“微网实格”筑牢乡村防线

春节将至，背上医疗箱、戴上头盔、骑上电单车，
成都市郫都区安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
任太杰又一次出门入户问诊了。他要问诊的是郫都
区赛驰村一位 80岁的村民冯昌富，与他一同出发的
还有村里的网格员冯云宣。

“冯爷爷，今天感觉咋样？血糖如何？”一到冯昌
富家中，任太杰就开始忙着给冯昌富做检查，测血
压、测血糖、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网格员冯云宣则
在一旁认真记录，建立健康档案。“马上过春节了，如
果有啥身体不舒服的，随时打我们电话。”冯云宣一
边说着，一边把老人的电话记了下来。

据了解，成都市通过优化现有网格设置与网格党
组织体系，构建起“社区网格—一般网格—微网格”的
精细化网格组织架构，逐步探索出“微网实格”基层治
理机制。家庭医生与网格员一起问诊，这也是成都“微
网实格”基层治理机制在农村地区疫情防控中的探索。

记者了解到，为了筑牢农村疫情防控防线，成都
郫都区组织全区 212 支 1073 人的家庭医生团队，以
健康专属网格员身份编入“微网实格”队伍，为辖区
居民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我们通过进一步梳理辖区内重点人群、特殊人
群和小微人群情况，分析甄别纳入台账管理、分级分
类服务，加快筑牢农村疫情防线，为大家平安健康过
年保驾护航。”冯云宣说。

（参与采写：张宇琪、谷训）

春节临近，各地多举措织密乡村疫情“防护网”

健康出行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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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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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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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长焦雅辉介绍，通过分析显示，2022 年 12 月 8 日至
2023年1月12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
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59938 例，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导
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5503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
病毒感染死亡病例54435例。

焦雅辉介绍，死亡病例平均年龄 80.3 岁，65 岁及
以上约占 90.1%，其中 80岁及以上约占 56.5%，死亡病
例中 90%以上合并有基础疾病，主要合并疾病为心血
管疾病、晚期肿瘤、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代谢
性疾病、肾功能不全。“由于冬季本身是老年人呼吸系
统疾病高发和心脑血管疾病加重季节，近期与新冠病
毒感染相叠加，因此老年人的病亡人数比较多。”

焦雅辉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乙类乙管”传染病有
关规定，及时更新相关数据信息并向社会公布。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

全国在院新冠病毒感染
相关死亡病例近6万例
平均年龄80.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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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