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九市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143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9165 . 13万人已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济南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所涉密接者均已落实管控

2022年3月23日 星期三 A03要闻

齐鲁晚报记者 于悦 夏侯凤超

3月22日，济南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记者获悉，该病例所涉及的密
接者均已落实管控，首轮核酸检测已出结
果的均为阴性。

据介绍，该确诊病例为外地长途货运
司机，3月20日自上海来到济南市莱芜区，
持有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3月21
日，作为重点地区入济返济人员，在莱芜区
羊里卫生院进行核酸采样，结果阳性。

病例确诊后，济南市立即开展应急处
置，对确诊病例活动轨迹进行详细排查，并
向社会发布。截至3月22日下午4时，已排查
出密接54人、次密接225人，均已落实管控
措施并正在进行首轮核酸检测，截至22日
下午3时，已出结果149份，均为阴性。

济南市将确诊病例活动的12个点位划为
封控区；对密接、次密接人员所在的点位实
施管控；莱芜区羊里街道参照防范区标准
落实管理。依据有关工作要求，莱芜区各级
各类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全面暂停
线下教学，启动线上学习，确保“停课不停
学”。

另外，3月20日，济南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演练，除去无需参加本次
演练的2989969人，共采样6138277人，当日
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2日确诊病
例不属于20日全员核酸检测演练范围。

齐鲁晚报记者 王小蒙 刘通

累计接种疫苗2 . 45亿剂次
老年人接种率达89 . 16%

2022年3月21日0时至24时，全省报告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3例，新增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18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
诊病例2例，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绝大部分出自隔离管控的重点人群。3
月21日，全省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43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259例。

3月21日，除滨州外，其他9市均实现
社会面动态清零，滨州报告新增感染者数
量已连续两日下降，并且全部出自管控
区、封控区和集中隔离点，防控措施的效
果正逐步显现。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当前仍是公众关
心的话题，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牟善勇介
绍，截至3月21日24时，全省累计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2 . 45亿剂次，覆盖9337 . 74万人，
9165 . 13万人完成全程接种。

据介绍，我省3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
达到95 . 01%，全程接种率达到93 . 25%；全
省全人群接种率达到91 . 97%，全程接种率
达到90 . 27%。全省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覆盖5870 . 50万人，占2021年8月底前完成
全程接种人数89 . 12%。

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方
面，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接种率达到了
89 .16%，其中60-69岁接种率为91 .63%，70-

79岁接种率为92.51%，8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
率为71.1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经完成加
强免疫接种的比例为72.45%。

应急物资储备品类齐全
能够满足疫情保障需要

当前，各地积极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对应急物资保障也提出了新的需求。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臧金友介绍，目前全省
应急物资保障工作准备充分、运转高效。

据介绍，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16个部
门组成的省应急物资保障领导小组，综合
疫情防控形势变化，按照疫情防控物资储
备最高标准，确定了医疗装备、救治药品、
疾控检测、防护消杀等四大类物资的品种
和规模，指导省市县分级储备、动态管理。

目前，政府储备了帐篷、折叠床等25种
生活保障类物资，呼吸机、除颤监护仪等
十余种医疗设备，以及十余种核酸检测试
剂耗材、28种救治药品、19种防护消杀用
品，能够满足疫情保障工作需要。此外，重
点确定14类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目录，作为
紧急情况下政府实物储备的有效补充。

家庭内部更需日常清洁
不合理消毒或适得其反

消毒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之
一，但家庭因为成员相对固定，来源清晰，
消毒防护应以清洁为主，消毒为辅。省疾
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所所长王学
军介绍，如果所在小区没有新冠病例，家
里也没有客人到访，没有需要自我隔离的
疑似症状，只要做好日常清洁即可，无需
每天消毒，不合理的消毒方式不仅起不到
杀灭病毒的作用，反而可能会造成对身体
的伤害或是环境的污染。

疫情期间居家生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做好个人防护：一是做好家庭成员的健
康监测；二是家庭环境以清洁为主，预防
性消毒为辅；三是如果患有呼吸道疾病，
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正确佩戴口
罩，做好手卫生。居家消毒则要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不要过度消毒而忽略日常
清洁；二是使用84消毒液等含氯消毒剂时
要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三是不同类型的
消毒剂不可混合使用。

葛相关新闻3月22日下午，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
办2022年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第十一
场。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连三介绍，当前
全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3月21日，
除滨州外，其他9市均实现社会面动态清
零，143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59例
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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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增本土感染者仍在快速增加
疫情防控处于最吃劲的关键时期

本土疫情点多、面广、频发

“当前正是疫情防控最吃劲
的关键时期。”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全国新增
本土感染者仍在快速增加，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决
采取果断措施，尽快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势头。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
局长雷正龙介绍，目前全国疫情
处于高位，疫情防控呈现出复杂
性、艰巨性、反复性特征。

其中，吉林省疫情处于高位
发展阶段。自3月14日以来，吉林
省连续8天每日新增感染人数超
过1000例，疫情主要集中在吉林
市和长春市，两市社会面传播风
险仍然存在。

“从全球来看，新冠肺炎疫情
仍处在大流行期，我国外防输入的
压力依然存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
组组长梁万年说，近期国内本土疫
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态势，内防
扩散也是重要任务。

3月2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派出督察组赴10个省份开
展督查工作，以问题为导向督促
落实整改。同时，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派驻各省工作组
继续指导疫情发生地区防疫工
作，尽快阻断社区传播。

梁万年表示，我们国家具备
动态清零的基础和条件，面对疫
情输入压力和内部扩散的复杂、
反复、严峻形势，应该坚持“动态

清零”的总方针不动摇。

多措并举提升防控精准性

发布《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 检 测 组 织 实 施 指 南（ 第 三
版）》、采取“抗原+核酸检测”策
略、指导各地建好方舱医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多措并举，
进一步提升本轮疫情防控精准
性、有效性。

“精准最核心的精髓是四个
字：快速、有效。”梁万年表示，要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采取精准防

控措施，以最小成本换取疫情防
控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22日发布的新版核酸检
测组织实施指南中，核酸检测范
围由“全员”变“区域”，要求疫情
发生后所在的设区市，包括城区
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
市，应当在24小时内完成划定范
围的区域核酸检测任务，区域大
小由疫情防控需要决定。

近期，吉林采用“抗原+核酸
检测”措施，取得较好经验。梁万
年介绍，核酸检测、抗原检测的
联合使用，使检测能力更强、检

测范围更广、发现可疑感染者的
速度更快。他强调，抗原检测阳
性并不能确诊感染者，需要核酸
检测复核。

为更好指导各地建设方舱
医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印发了方舱医院设置管理规
范，要求保证每个省份至少有2
至3家方舱医院。

“现在全国已经建成或正在
建设的方舱医院有33家，分布在
12个省份的19个地市，床位总计
3 . 5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
医管局局长焦雅辉介绍，已建成

的方舱医院正发挥快速收治无
症状感染者和轻型患者的作用。

压实社区防控责任

社区防控是疫情防控的基
础和“前沿阵地”。

梁万年介绍，疫情发生两年
多来，社区防控起到了重要作
用，但也要看到，由于疫情形势
的不断变化，社区防控也出现一
些漏洞。这些漏洞主要表现在：
思想认识麻痹大意；防控措施落
实不太到位；社区管控和干预措
施实施不够精准，往往是“一刀
切”，或是“大水漫灌”。

“社区在执行防疫过程中，
要特别强调有温度，要想方设法
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梁万年表
示，要真正提高对社区防控重要
性的认识，压实社区层面的责
任，加强防疫措施、政策宣讲和
社区防控人员培训。

梁万年表示，面对复杂严峻
的疫情形势，公众也要克服侥幸
心理和麻痹情绪，避免出现低估
奥密克戎危害等认知误区。

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个
人防护的有效途径。数据显示，截
至3月21日，我国完成疫苗全程接
种总人数已超12.4亿人，占全国总
人口的87 .98%。“希望还没完成全
程接种的人员尽早按程序完成接
种，符合加强免疫接种条件的人员
及时完成加强免疫。”雷正龙说，下
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指导
各地加强接种组织实施，确保接种
安全。 据新华社

3月1日到21日，全国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超过4 . 1万例，波及28个省份。疫情防控进入
最吃劲的关键时期，如何从严从实落实精准防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2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回应防疫焦点问题。

长春市宽城区的兴隆山保税区方舱隔离点正加紧建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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