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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兩區實現首日社會面清零
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社區疫情擴散得到有效遏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

璟、夏微 上海報道）上海市衞

健委一級巡視員吳乾渝在20日舉

行的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上海疫情近幾天呈下降趨勢，單日新增報告100例以上的街鎮已連續3

日降低，社區擴散得到有效遏制。上海金山區和崇明區更實現首日社會

面清零。吳乾渝說，上海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全面攻堅社

會面清零目標。

19日（0-24時），上海新增2,494例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和16,407例
本土無症狀感染者，確診病例中有533例
為無症狀感染者轉歸確診病例；新增本土
死亡病例7例，其中60歲以下2人，70歲
以上5人，合併有晚期肺癌、腦梗塞、晚
期胰腺腫瘤等基礎疾病。其中有2人接種
過新冠肺炎病毒疫苗，其餘未接種。上述
7人入院後病情加重，經搶救無效死亡，
直接死亡原因均由基礎疾病導致；上海出
院出艙人數則持續增多，達到27,093例。

封控區涉及人口減400餘萬
吳乾渝介紹，目前上海浦東、閔行、松
江、青浦和普陀等5區近3日疫情總體呈持
續下降趨勢；徐匯、楊浦、虹口、長寧、
寶山和嘉定等6區疫情總體處於平台波動
狀態；黃浦區疫情仍在小幅上升，靜安區
疫情上升趨勢趨緩。值得注意的是，奉
賢、金山和崇明等3區疫情持續低位，金
山區和崇明區首日達到社會面清零目標。
根據階段性篩查結果，上海還動態調整
了「三區」劃定。其中，劃定了封控區
16,650個，涉及1,187.8萬人，比之前首
次劃定的減少了 400 多萬人；管控區
13,304個，涉及448萬人，增加人數超過
200萬人；防範區28,075個，涉及785.6
萬人，增加人數超過200萬人。
據了解，4月11日起上海陸續公布了
「三區」劃分名單，所謂「三區」劃分，
封控區是指7天內有陽性感染者報告的居
住小區、自然村或單位、場所，實施「7
天封閉管理+7天居家健康監測」，7天封
閉管理期間，實行「區域封閉、足不出
戶，服務上門」；管控區是指近7天內無
陽性感染者報告的居住小區、自然村或單
位、場所，實施「7天居家健康監測」。
上述兩類區域內，7天居家健康監測期
間，人不出小區、嚴禁聚集。而防範區則
是指近14天內無陽性感染者報告的居住
小區、自然村或單位、場所，實行「強化
社會面管控，嚴格限制人員聚集規模」。
防範區內人員原則上在所在街鎮範圍內適
當活動，不得流動到封控區和管控區。

防範區居民「非必要不出門」
小柒（化名）所在小區的金山區亭林鎮

是第二批公布的防範區之一，「第一批公
布時沒有我們，挺失落的。因為我們小區
4月上旬確診的兩人是在他們的公司發現
的，並沒有進入小區。」由於疫情防控的
形勢還沒有十分明朗，所以即便通行證在
手，小柒也不太想出門。「不敢掉以輕
心，出去一次盡量會採購四至五天的物
資。不過會等到晚上，錯峰下樓散個
步。」
不少防範區內的市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大家都很珍惜來之不易的「自由」，
非常自律地「非必要不出門」。一次外出
爭取採買一周所需，錯峰下樓散步，自覺
佩戴口罩，保持距離，成了防範區生活的
日常。
同樣住在亭林鎮的陳女士15日也收到

了「解封」通知。由於陳女士的家位於
鄉村，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現過陽性感
染者，所以在成為防範區前，村裏人雖
然不能去鎮上，但卻可以在鄉間小路邊
的雜貨舖買些必需品，但種類極少。如
今能夠手持通行證去鎮上超市購買平價
商品，且看到超市備貨充足感覺十分幸
福。
從陳女士的家到超市往返有8公里，出

行交通工具又有所限制，每戶每日也只
有1人可以憑證外出，為了盡可能利用好
外出機會，陳女士笑言：「孩子是沒機
會了，畢竟採買需要體力。我也沒機會
了，我不會騎電瓶車。我家的出行任務
就交給了爸媽。」陳女士回憶道，首個
解封後的外出日，很多人在同一時段湧
去了超市，但僅僅第二天，相關部門就
作出了調整，如今已經井然有序。「現
在外出要『一戴三查』——戴口罩，查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查健康碼和行程
碼，查體溫。」
由於防範區居民外出「手續繁瑣」，
小區志願者們的工作重心也有了轉移。
家住金山區朱涇鎮的曹先生一直很留心
小區志願者的工作，據他觀察，如今小
區內的志願者們除了常態的發放物資
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確保一戶一
人一次外出。曹先生感歎道，「政府一
直有及時調整措施，我們小區成為防範
區後，我騎車出去了一趟，感覺路上人
蠻多了。」

��(���

陳
馮
富
珍
：
消
除
「
免
疫
鴻
溝
」
藥
物
可
及
性
非
常
重
要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通訊員 安莉 博鰲報道）
博鰲亞洲論壇諮詢委員會委員、世界衞生組織榮
譽總幹事、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健康論壇大會主席
陳馮富珍20日在博鰲論壇「縮小『免疫鴻溝』
共享健康福祉」分論壇發言表示，疫情之下，非
洲等國家的高齡群體，正在受到超高感染致死的
威脅，消除「免疫鴻溝」需要作出更多的溝通與
努力。
陳馮富珍指出，在香港等地的疫情研究中，發

現受感染致死群體大多數存在於長者中，特別是
沒接受疫苗接種的高齡群體，致死率超過接種群
體的10倍左右，尤其當這些高齡群體本身存在
糖尿病、高血壓等附加疾病時，致死率會更高。
陳馮富珍認為藥物的公平可及性非常重要，不

僅是疫苗，還有各種藥物，無論是在後疫情時代
還是在疫情時代，各國的醫療系統和各方面都要
做好準備。其中有知識產權、科技、籌資等各種
問題，要研究如何能夠讓疫苗變得可及和可負
擔，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各方不斷努力。
陳馮富珍表示，如何消除「免疫鴻溝」，讓所

有需要疫苗注射的人都能夠接受疫苗注射，則需
要更多國家和地區的人來關注並給予幫助。

農業農村部：將加強重點地區「菜籃子」產品保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近期一些
疫情嚴重地區部分「菜籃子」產品價格漲幅較
大、供應壓力較大的問題，農業農村部種植業管
理司司長潘文博20日表示，將加強重點地區「菜
籃子」產品保供，盡快恢復批發市場、社區菜店
等流通節點功能，加強社區配送保障。

落實貨運物流保通保暢
在當天召開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潘文博對
近期「菜籃子」產品保供情況進行介紹。他表
示，目前中國的「菜籃子」產品生產基礎還是比
較扎實的，總量充足。4月上旬，中國在田蔬菜
面積7,400萬畝左右，同比增加近300萬畝，產量
約1,930萬噸，同比增加100多萬噸。肉蛋奶、魚
果蔬供應總量充足，完全可以滿足城鄉居民消費
需求。

「由於前一段時間新冠肺炎疫情多點散發，一
些地區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田頭採收難、物流配送
不到位等問題，局部地區『菜籃子』產品供給受
到了一些影響。」潘文博表示，農業農村部會同
有關部門迅速行動，及時調度36個大中城市生
產供應情況，組織重點農產品批發市場做好聯合
保供，加強「菜籃子」食品管理部際聯席會議成
員單位協同，切實抓好「菜籃子」產品穩產保
供。
他表示，農業農村部將進一步強化「菜籃子」
產品生產，合理安排蔬菜熟期品種和上市茬口，
推動大中城市發展速生葉菜、芽苗菜，增加市場
供給。督促各地落實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要
求，將糧油、蔬菜、水果、肉蛋奶、水產品等農
產品納入常態化疫情防控重點保障物資範圍，優
先發放全國統一的通行證。

貨車司乘原則上不隔離
潘文博表示，將加強重點地區「菜籃子」產品
保供，推動全域封閉地區盡快設立「菜籃子」產
品中轉調運站、接駁區或分撥場，採取「換人不
換車」、「一車一消殺」等方式，解決跨區運輸
問題。實行通信行程卡「白名單」管理模式，在
嚴格落實健康監測和核酸檢測等措施的基礎上，
進出全域封閉地區的貨車司乘人員原則上不進行
隔離。盡快恢復批發市場、社區菜店等流通節點
功能，加強社區配送保障。
「對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惡意炒作等行為

予以堅決打擊。」潘文博表示，將發揮「菜籃
子」市長負責制考核作用，將應對疫情保障供
給作為重要考核內容，保證「菜籃子」產品充
足供應。

春耕進展較好 夏糧豐收有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2022年初至今，國際糧食價格波動劇烈。據聯
合國糧農組織數據，國際糧食商品價格3月份
大幅躍升，其中植物油、穀物和肉類價格指數
創歷史新高。國際糧價飆升引發國人對國內糧
食供應的擔憂。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20日在
國新辦發布會上指出，今年春管春播進展總體
較好，夏糧生產形勢好於預期，夏糧豐收有基
礎。目前，國家糧食庫存比較充裕，有把握保
障口糧安全。同時，中國生豬產能已回歸正常

區間，三季度有望實現扭虧為盈，但不確定因
素依然存在。
農業農村部總農藝師、發展規劃司司長曾衍德
表示，今年春管春播進展總體較好，夏糧生產形
勢好於預期，奪取夏糧豐收有基礎。據農情調
度，今年春播糧食意向種植面積9.4億畝，比上年
有所增加。目前，春播糧食已過二成，早稻栽插
過七成，東北水稻育秧過七成，均快於去年。擴
種大豆油料落實較好，玉米、大豆「五一」前後
開始大面積播種。

「國家糧食連續多年豐收，去年糧食總產量創
歷史最高，達13,657億斤，人均糧食佔有量483
公斤。稻穀、小麥兩大口糧的產量6,996億斤，人
均佔有量248公斤，人均口糧消費量不到200公
斤。」國際糧價大幅飆升，針對民眾普遍關心的
糧食夠不夠的問題，農業農村部種植業管理司司
長潘文博回應稱，目前，國家糧食庫存比較充
裕，保障口糧安全有把握，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
化，我們有能力把中國人的飯碗端穩、穩牢，端
在自己手中。

◆陳馮富珍20日在博鰲論壇發言表示，消除
「免疫鴻溝」各國需要作出更多溝通與努力。

特約通訊員安莉 攝

穗多區解封 中學復面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20日，經過12天的緊張工作，廣州
疫情受到控制，多地迎來解封，涉及白
雲區、越秀區、番禺區、花都區等。與
此同時，即日起，廣州各大中學恢復正
常線下教學活動，廣大師生重返校園。
統計顯示，19日15時至20日15時，廣
州新增7例本土陽性個案，全部在隔離場
所或封控區，社會面已連續4天無陽性感
染者檢出。
據廣州市衞健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

陳斌介紹，4月8日至今，本次疫情累計
報告新冠病毒感染者251例，無危重、重
症病例，目前已有6人出院。當前，繼續
在相關區域開展大規模核酸篩查，19日
15時以來，廣州共開設964個核酸採樣
點、3,830個採樣單元，投入3,932名醫
護人員實施核酸篩查，完成核酸檢測292
萬人次。

白雲區尚未恢復線下教學
廣州市疾控中心黨委書記張周斌表

示，廣州本輪疫情已經取得階段性成
果，病毒的傳播基本被阻斷。最新研究
顯示，疫情實時傳播指數已經持續控制
在1以下，降至0.8，新增感染者全部在

隔離管控區域內發現，防控形勢持續向
好。
同日，廣州越秀區、番禺區、花都區

亦發布相關通告，對此前通報的管控區
予以解封。
當天起，廣州各中學階段學校（白雲

區除外）有序恢復線下教學。香港文匯
報記者了解到，返校師生員工須提供本

人和家庭同住人員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
證明，返校後家校「兩點一線」，核酸
檢測一天一檢。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廣州
荔灣區花地中學看到，早上8點左右，
學生陸續進入校園。由於學校提前收集
了學生及同住人的48小時的核酸報告，
學生只需測體溫、洗手消毒即可進校
門。

◆上海疫情近幾日呈下降趨勢，社區疫情擴散得到有效遏制，金山區和崇明區更實現首日社會面清零。圖為金山區的防範區居民在
區域內超市中採購，超市備貨充足。 受訪者供圖

◆廣州白雲區多個街道、社區解封，居民可以自由出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