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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为何不松懈？

一年多来，我国迅速扑灭数十起局部散发
病例和聚集性疫情，有效减少了死亡病例，经
济表现居于全球前列，较好地平衡了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充分证明我们各项防控措施是有效
的。”梁万年说，我国目前处于疫情防控常态
化阶段，仍须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策略。

疫情防控为何不能松懈？梁万年表示，新
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全球仍在高位流
行，病毒变异加快，病死率并未显著下降。在这
种情况下，我国的防控策略选择首先考虑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把守卫人民健康放在突出重
要和优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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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万年说，目
前我国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尚未达到足
以建立坚固人群免疫屏障的程度，过早 “解
封”极易丧失前期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严防为何仍出现本土病例？

近期以来，由多个不关联的境外输入源头
引起新一轮疫情。我国正推动各项措施及时落
实到位，尽快有效控制疫情。

严守防线为何仍出现本土病例？梁万年解
释，当前常态化阶段疫情防控的目标并非“零
感染”，而是“动态清零”，即疫情发现一起就
扑灭一起。

“疫情防控常态化目前包含四种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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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万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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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清零’策略不是‘零感染’，而是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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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万年说。

“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可以最大限度
减少人群感染和发病，维护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梁万年说，坚持现行防控策略，还可以避
免因疫情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其他就医需求，同时最大限度缩小疫
情影响范围，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
响。

如何最大限度减小社会影响？

要将疫情处置对社会的影响降至最低，在
梁万年看来，需要做到“两个最大限度”，即做
到最大限度的精准防控，做到最大限度的公众
配合。

何为最大限度精准防控？梁万年说，一是
坚持科学防控，充分利用科学证据，依靠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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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手段完善、对新冠病
毒认识深化等，因地因时地完善防控政策措
施，高效处置散发性病例和聚集性疫情。

二是切实落实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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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加强疫苗、药物的集中攻关，加强重

大疫情监测预警等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四是加强培训，提升流调、救治和管理能

力。
何为最大限度公众配合？梁万年说，这包

括继续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
卫生习惯，也包括大力宣传防控策略与措施的
必要性、重要性，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形成防控
合力。

“防控要既精准又有‘温度’，提供好各
类保障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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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万年说。

防控策略是否会调整？

此前有声音质疑，我国针对一些重点地区
的疫情防控措施“成本效益比不高”。

对此，梁万年认为，通过“动态清零”策
略，我国得以快速有效降低感染和死亡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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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得以快速控制
后有利于经济社会生活快速恢复至常态。

我国是否会一直坚持现行的防控策略？在
梁万年看来，这要取决于全球疫情走势，取决
于病毒变异情况、疾病严重程度变化以及我国
疫苗接种覆盖率等多种因素。

“疫情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防控策略和措
施也在相应不断发展。”梁万年说，“我们将密
切关注全球疫情趋势，研判疫情风险，加快疫
苗接种进度，适时调整相应的防控策略和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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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记者从 13日在京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
有效防范疫情传播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和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
调机制坚持从严从紧、科学精准原则，严格进
出京管理：从 11 月 17 日零时起，进返京须持
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 “北京健康宝”绿
码。

进出京管理有关措施具体如下：
一是人员进返京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14 日内
有 1例以上（含 1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
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
京。民航、铁路、公路将加强远端登机登车和进
京检查站查验。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在该措施
执行后首次进返京须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持 14 日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即可。请有进返京
计划的朋友提前做好准
备，合理安排行程，配合
查验工作。

二是 14 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
（市、区、旗）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在
京人员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
（市、区、旗）。

三是严格控制在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
等活动。确需举办的，坚持“谁举办、谁负责”
“谁审批、谁负责”，主办单位要切实履行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制定专门防疫方案，严防涉疫
风险人员参加，举办期间实行闭环管理，人员
不得外出。承办活动的各类酒店、宾馆，要严格
落实扫码登记、体温检测要求，不得接待涉疫

风险人员。
以上措施自 2021 年 11 月 17 日零

时起实施，并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进行
动态评估、适时调整。

11月 17日起进返京须持 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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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波折反复、居高不下，新冠病毒持续变异。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超过 507万例。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疫情防控策略？ 如何将疫情处置对社会的影响降至最低？ 围绕公众关切，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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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给出专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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