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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发布
以来，各地正在迅速贯彻落实，细化执行方案，开展政策培训，加强社会动员，结合自身实际，在隔离转运、核酸检测、人员流动、医疗服务等方面
采取更为精准的举措。一些地方也在及时纠正与第九版方案和二十条措施不相符的做法，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米锋表示，要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完整、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优化
防控工作的部署举措，坚决反对两种倾向，既要持续整治“层层加码”，防止“一封了之”；又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保障好二十
条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落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疫情防控———

既不能层层加码 也不能“一放了之”

今后国内发生聚集性疫情时
仅密接人员需集中隔离

在11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
中提到了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的原因以及作用，是否意味着今
后国内发生聚集性疫情，只有密
接人员会进行集中隔离。也有
不少人担心，取消对于次密接的
这种集中封控，是否会带来疫情
防控的漏洞，造成隐匿性风险的
进一步加大，从而难以控制？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沈洪兵:

今后在国内发生聚集性疫
情的时候，只有密接人员才会集
中隔离。实际上，取消对密接的
密接的判定和管理，是基于感染
风险大小提出的更加科学精准
的防控措施，对这类人群不再集
中隔离，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
流调、隔离等防控资源和服务保
障资源。

当前，个别地方出现将密接
的密接直接判定为密接，进行提
级管控的情况，我认为是没有必
要的。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
取消密接的密接判定的同时，各
地对于密接者要做到快判定、快
检测、快管控。一旦密接者核酸
检测阳性以后，在第一时间进一
步开展密接者的调查和管控，一
环紧扣一环，因此，对工作要求
反而更高了。

3岁以下婴幼儿等人群
免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二十条优化调整措施中对
规范开展核酸检测有哪些具体
要求？另外对于各地的常态化
检测如何开展、开展的频次以及
相应的公共场所查验等各个方
面有哪些要求？

沈洪兵:
无论是防控方案的第九版，

还是这次二十条优化调整措施，
都对常态化核酸检测和发生本

土疫情后的区域核酸检测都做
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各地要基于
疫情风险，科学精准组织开展核
酸检测，“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
能随意减码。”

一是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主要是严
格落实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的
核酸检测要求，做到应检尽检，
确保高质量、符合频次要求的核
酸检测，不得随意不检、漏检。
也不能擅自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二是发生本土疫情后的区
域核酸检测要求。发生本土疫
情后，要在流行病学调查基础
上，根据疫情发生地区人口规模
大小、感染来源是否明确、是否
存在社区传播风险及传播链是
否清晰等因素综合研判，根据风
险大小，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
确定检测人群的范围、频次和先
后顺序。如果当地疫情仅有零
星的感染者，传播链条清晰，在
没有社区传播风险的时候，一般
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当疫情存在扩散风险时，疫
情所在的区可以根据风险评估
结果，每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
测，连续3次核酸检测没有社会
面感染者后，间隔3天再开展一
次全员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
者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感染
者活动频繁、停留时间长的其他
区，可基于流调研判，划定一定
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原则
上每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连续3次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
者，可以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三是公共场所查验核酸检
测证明的有关要求。为有效防
范疫情扩散蔓延，跨区域流动人
员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
途客运汽车、跨省客运船舶等交
通工具，抵达目的地后要按照属
地要求进行“落地检”，入住宾馆
酒店和进入旅游景区人员需要
查验健康码和72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3岁以下婴幼儿等

特殊人群可免予查验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应面向跨省流动人员
开展“落地检”

11月15日，文旅部印发了通
知，出台了科学精准做好文化和
旅游行业防控的政策。请问这
个政策的优化调整主要体现在
哪些方面？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副司长李晓勇：

文化和旅游部15日印发《关
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文化和
旅游行业防控工作的通知》，主
要从四个方面优化文化和旅游
行业疫情防控措施。

一是针对旅游活动管理，优
化了跨省旅游政策，根据最新风
险区划定管理办法，跨省旅游经
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
管理。二是针对文化活动管理，
优化了公共文化场所、社会艺术
水平考级活动、聚集性文化活动
核酸检测查验措施。三是针对
人员管理，调整了行业从业人员
的核酸检测要求，必须根据属地
疫情防控要求开展核酸检测。
四是加大对“一刀切”、层层加码
问题整治力度，要求各地文化和
旅游部门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
防控政策。

在优化防控措施的同时，
《通知》还对科学精准做好行业
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是
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按照
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落地
检”要求，积极引导跨省游客主
动进行核酸检测。二是要求公
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
位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
落实扫码、测温、查验核酸等疫
情防控措施。A级旅游景区和
星级旅游饭店要继续对进入景
区和入住饭店的人员查验健康
码和72小时内核酸证明。三是

要求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
经营单位加强员工健康监测和
管理。

如何严格管理好
居家隔离人员？

二十条措施中，对密切接触
者和入境人员，将集中隔离期从
7天缩短到5天，而将3天居家健
康监测调整为3天居家隔离。请
问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实际隔离
时间为8天，反而增加了1天？另
外，居家隔离对社区防控的压力
加大。请问如何严格管理好居
家隔离人员，防止扩散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
员王丽萍：

社区如何进行管理居家隔
离人员，防止疫情的扩散，根据
第九版防控方案，我们要求各级
社区要做到七条管理措施，这里
面主要包括：第一，要及时接收
需要进行居家隔离人员的信息，
并且登记造册。第二，通过多种
方式加强管理，督促引导居家隔
离人员及其同住人员严禁外出，
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因就
医等确需外出人员，经所在社区
医学观察管理人员批准后方可，
安排专人专车，全程做好个人防
护，落实闭环管理。第三，督促
指导居家隔离人员每日早晚两
次做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
干咳、乏力、咽痛、嗅觉味觉减
退、腹泻等这样一些症状的人
员，要立即进行报告，并且由专
人联系120负压急救车，基于就
近原则送往发热门诊或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第四，进一步做好
对小区民众的宣传引导，尽可能
做到人人知晓、理解。

“落地检”是否有必要？

有民众质疑“落地检”有必
要吗？这是不是不承认异地做
的核酸检测结果？是否与核酸

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的要求相悖？
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的“落地
检”是否会常态化？

王丽萍：
今年7月以来我国疫情出现

“点多、频发、面广”的特点，部分
地区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聚集性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所以
推行“落地检”的防控措施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是指在机
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高速公
路省界服务区、港口等地设置核
酸采样点，按照“自愿、免费、即
采即走、不限制流动”的原则，面
向跨省的流动人员提供的核酸
检测服务，引导自驾游人员每到
一地主动进行核酸检测。这样
一个措施，是为了进一步推动防
控关口的前移，严防跨区域疫情
的传播扩散。

“落地检”措施实施以来，各
地对于及时发现来自高风险区
的风险人员，做到跨区域疫情传
播的早发现，避免引起本地关联
性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这
里举一个例子，假如在A地火车
站设置了核酸采样点，对于疫情
比较严重的B地返回人员开展

“落地检”，对于人员来讲是即采
即走。一旦发现阳性以后，A地
疾控工作人员会立即通知该人
员要居家不外出，不接触来访人
员，从而及时阻止了这名人员当
日本来要走亲访友、购物等等一
系列的社会面活动，就避免了后
续在这个地方出现关联性的聚
集性疫情。

“落地检”措施并不是与核
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的要求相
悖，而是在当前面对奥密克戎变
异株引起全国本土疫情严峻复
杂的形势下推行的，通过“落地
检”可有效防范流动人员在旅途
辗转中可能被感染等诸多不确
定风险，对于现阶段疫情防控是
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所以，
我们仍将继续坚持，保护出行人
员健康。

据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本报综合消息 据人民日

报客户端11月17日报道，当地
时间11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

习近平指出，今年，中日双
方共同纪念了邦交正常化50周
年。50年来，双方先后达成4个
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识，
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给
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也促
进了地区和平、发展、繁荣。中
日互为近邻，同为亚洲和世界
重要国家，拥有很多共同利益
和合作空间。中日关系的重要
性没有变，也不会变。中方愿
同日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

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
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以
诚相待、以信相交，恪守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原则，总结汲取历
史经验，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
展，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
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到政
策中去。历史、台湾等重大原
则问题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
和基本信义，必须重信守诺、妥
善处之。中国不干涉别国内
政，也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
口干涉中国内政。

习近平强调，中日两国社
会制度和国情不同，双方应该
相互尊重，增信释疑。在海洋

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要恪守已
经达成的原则共识，拿出政治
智慧和担当妥善管控分歧。双
方要继续发挥地理相近、人文
相通的独特优势，开展政府、政
党、议会、地方等各渠道交往交
流，尤其要着眼长远，积极开展
青少年交流，塑造相互客观积
极认知，促进民心相通。

习近平指出，两国经济相
互依存度很高，要在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养
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等方面加强对话合作，实现
更高水平优势互补和互利共
赢。两国应该着眼各自长远利
益和地区共同利益，坚持战略

自主、睦邻善邻，抵制冲突对
抗，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
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把亚洲
发展好、建设好，应对全球性
挑战。

岸田文雄表示，去年10月
我们成功通话，就构建契合新
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达成一
致。目前，两国各领域交流合
作正在逐步恢复。日中作为近
邻，互不构成威胁，需要也应该
和平共处。日本的发展繁荣离
不开中国，反之也同样。日方
欢迎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
作出积极贡献。日中合作拥有
很大潜力，两国对地区和全球
和平繁荣负有重要责任，日方

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实现日中
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台
湾问题上，日方在日中联合声
明中做出的承诺没有丝毫变
化。我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沟
通，共同引领日中关系的正确
方向。

双方一致同意，保持高层
交往和对话沟通，增进政治互
信，推进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
流，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
作，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
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
关系。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