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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已

一年多了，常态化疫情防控是否仍旧

需要坚持？坚持“动态清零”的必要性

有哪些？如何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疫情

防控策略和措施？记者采访了国家卫

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

小 组 专 家 组 组 长 、清 华 大 学 教 授 梁

万年。

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

“新冠病毒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病

毒，全球处于大流行阶段，且仍在高位

流行，病毒变异加快，防控难度大。”梁

万年分析，新冠病毒感染者发病有潜

伏期，有些感染者无症状，进一步提高

了传染力。目前，我国新冠疫苗接种

率还没有达到足以建立坚固人群免疫

屏障的程度，过早仓促“解封”将极易

丧失前期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多国

防控实践证明，过早解封将导致疫情

反弹、重症和死亡增加。

“疫情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是基于

防控的理念和目标。”梁万年说，针对

重大疫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

的防控理念和目标。防控的目标，到

底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还是政治的

需要，又或者是其他的需要？我国疫

情 防 控 的 理 念 是 人 民 至 上 、生 命 至

上。我国疫情防控的目标是尽一切可

能维护人民生命，减少发病、重症和

死亡，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其

中维护人民生命是放在第一位的。

梁万年认为，目前，我国仍处于疫

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须继续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策略。我国坚持“动

态清零”策略不是“零感染”，而是在常

态化防控阶段要最大限度早发现、早

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坚决防止出现

疫情社区持续传播，因此“动态清零”

策略是出现本土病例时的一种防控策

略。疫情防控常态化包含 4 种形式：无境外输入病例

关联的本土病例、出现零星散发本土病例、单地出现

局部聚集性疫情、多地出现散发或聚集性疫情。在

没有出现本土病例时，保持高度警惕的指挥系统；在

出现本土病例时，通过“动态清零”策略，及时发现、快

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

“一年多的时间证明，我国采取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有效控制疫情发生与扩散，较好地平衡了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梁万年说，坚持

“动态清零”策略，在短期内可能对感染者及密接者

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看，可以最大限

度减少感染、发病和死亡，维护人民生命安全；避免

了医疗资源挤兑，让居民其他就医需

求不受影响；最大限度缩小疫情影响

范围，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将疫情处置的影响
降至最低

“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仍

然十分有限，病毒在不断变异，德尔

塔变异株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新冠流

行的优势株。它的传染性更强、潜伏

期更短、病毒载量更高、所致无症状

感染者比例更高，给疫情处置带来了

更大的难度。”梁万年认为，我国现阶

段仍需遵循和实施常态化防控策略

与 措 施 ，做 到 防 控 既 精 准 又 有“ 温

度”，提供好各类保障服务，尽可能降

低对社会的影响。

最大限度做到精准防控。梁万年

认为，要坚持科学防控，充分利用科学

证据，依靠科学家的智慧，坚持常态化

防控和应急处置的一整套措施，并根

据疫情变化、防控手段的完善、对新冠

病毒认识的深化等因地因时地完善防

控政策措施。要切实落实责任，杜绝

麻痹思想，增强防控精准性，合理划分

风险等级，精准划定管控单元，尽小、

尽早、尽细、尽实采取措施。加强治疗

药物的集中攻关，加强重大疫情监测

预警等核心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培

训，提升流调、救治和管理能力。

疫 情 的 处 置 要 围 绕 一 个“ 快 ”

字。梁万年说，面对传播力更强的变

异毒株，要建立快速反应的机制，防

控措施更精准、更严格。核酸检测速

度、流行病学调查速度、病例报告速

度都要加快，各种防控措施都要与病

毒赛跑，走在疫情扩散的前面。“只有

高效处置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才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

的影响，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

的防控成效。”

“疫情防控的策略和措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循序渐进的。”梁万年说，现阶段我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总体策略是对的。我国有了新冠病毒

疫苗，对重症、死亡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接种疫

苗是主动免疫措施，要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形成免

疫屏障。形成免疫屏障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

没有完全形成免疫屏障前，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防控策略。现行的防控策略是否会一直坚

持，取决于全球疫情的走势，取决于病毒变异情况、

疾病严重程度的变化以及我国疫苗接种覆盖率等

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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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气温下降，天津市北辰

区 外 卖 员 张 亮 戴 上 了 社 区 阿 姨

特意给织的爱心围巾，“比在外

头买的厚实多了”。下午 2 点左

右，张亮来到了北仓镇璟悦府社

区“红色加油站”歇脚。这里免

费提供热水、药品，而且能够充

电，张亮常过来休息。“雨天给我

们送防水手机套，天冷了社区阿

姨给我们织围巾，中秋节还组织

我们和志愿者一起做月饼。”张

亮说。

今年 4 月起，北辰区针对外

卖送餐员、快递员的工作特点，全

面摸排站点情况，选派党员干部

担任党建指导员，开展联系指导

和帮扶引导。区财政投入 100 余

万元，在区、镇街、村居三级党群

服 务 中 心 建 设“ 骑 手 红 色 加 油

站”。加油站统一设置标识，配置

冰箱、微波炉、饮水机等服务设

施，张亮常去的璟悦府社区“红色

加油站”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红色加油站’面积虽

然不大，却帮外卖员和快递员解

决了饮水难、吃饭难、休息难、如

厕难等实际问题。”北辰区委组

织 部 副 部 长 祝 国 清 介 绍 。 北 辰

区还引入社会资源，招募银行企

业、沿街商铺作为试点，打造 24
小时全方位立体化服务圈，为外

卖员提供歇脚休息、饮水充电、

避暑取暖、读书学习、议事团建

等服务。

马玉磊做外卖员已有两年，

以 前 休 息 时 只 能 在 路 边 坐 一 会

儿，冬天想找个避风的角落都比

较困难。现在，他每天的休息时

间几乎都会到加油站的图书室看

一会儿书。“虽然只待一会儿，却

在这片刻时间里感受到温暖。”马

玉磊说。

和他相比，做了 6 年外卖员

的张亮感受更多。他独自抚养智

力有缺陷的妹妹，外出送单时妹

妹无人照顾，让他很担心。了解

到外卖员面临的生活难题，北辰

区委组织部组织教育、残联、人力

社保等部门现场办公，通过外卖

员点单、社会组织接单、组织部门

评单，推动各类社会组织为外卖

员提供精准化精细化定制服务。

比如针对张亮的情况，区残联启

动政策帮扶，指派志愿者轮流帮

他照看妹妹。

据了解，各“红色加油站”启

动了帮忙照看孩子、组织相亲交

友活动等服务。“80 后”外卖员陈

天亮因为工作忙、社交面窄，一直

单身。有关区属企业接到服务订

单后，多次邀请他参加单身青年

联谊会，帮他找到了意中人。有

关部门还组织各单位，为外卖员

开展社保政策、群租房管、零就业

家庭帮扶等政策宣讲。

除此以外，北辰区还发挥外

卖员熟悉周边环境的优势，开展

“骑手召集报到”行动，鼓励外卖

员主动到村居党组织登记报到，

成为移动网格员，共同参与社会

治理。外卖员马大伟成为移动网

格员后，和社区的独居老人张大

爷结对，每次到小区送外卖时都

会关注张大爷的情况，在参与治

理 的 过 程 中 更 好 地 融 入 了 当 地

生活。

天津北辰区多举措为送餐员快递员解决实际问题

工作时有地歇歇脚 生活中有人帮把手
本报记者 朱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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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按照高水平建设“四好农村路”的要求，使农村公路建设与现代化产业、农业、旅游业深度融合，加强路网的绿化、美化、

洁化，助力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图为日前，一辆汽车穿行在海曙区它山堰美丽的乡村路上。 胡学军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