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應對疫情影響，促進消費有序恢復發展：

圍繞保市場主體加大助企紓困力度、做好基本消費品保供穩價、創
新消費業態和模式。

二、全面創新提質，着力穩住消費基本盤：

積極推進實物消費提質升級、加力促進健康養老託育等服務消費、持續
拓展文化和旅遊消費、大力發展綠色消費、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

三、完善支撐體系，不斷增強消費發展綜合能力：

推進消費平台健康持續發展、加快健全消費品流通體系、增加就業
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費。

四、持續深化改革，全力營造安全放心誠信消費環境：

破除限制消費障礙壁壘、健全消費標準體系、加強消費領域執法監
管、全面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

五、強化保障措施，進一步夯實消費高質量發展基礎：

加強財稅支持、優化金融服務、強化用地用房保障、壓實各方責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五方面重點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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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本輪疫情已致138病亡 逾九成未打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王莉 上海、杭

州報道）上海市衞健委25

日公布，24日新增本土死

亡病例51例，至此上海本輪新冠死亡病例已達138例，其中僅9

例接種過新冠疫苗。在25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上

海市衞健委副主任趙丹丹表示，截至24日24時，上海在定點醫療

機構接受治療的重型患者已達196例、危重型患者23例。上海將

於26日再次啟動全員核酸檢測，並盡力增加一線急救力量。

24日，上海新增2,472例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和16,983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新增本土死亡病例51例。死亡病例平均年齡
為84.2歲，80歲以上高齡老人共37位，最大年齡100歲。51位患者
基礎疾病嚴重，累及多個臟器，包括急性冠脈綜合症、心力衰竭
等。其中4例曾接種過新冠肺炎病毒疫苗，其餘均未接種新冠疫苗。
患者入院後，因原發疾病加重，經搶救無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
均為基礎疾病。
在截至目前的死亡病例中，新冠疫苗的接種率不足7%。在此
前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衞健委多次強調接種疫苗對於防止感
染者轉變為重症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高齡老人免疫力低、體質
弱，是新冠的易感人群。上海市衞健委亦呼籲符合條件的老年人
盡快接種疫苗，上海也將早期干預高風險患者，防止輕型轉重
型，減少重型患者比例。

在接受人民日報客戶端上海頻道「大江東工作室」訪問時，上海
新冠肺炎救治專家組組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
宏表示，上海出現重症肺炎症狀的新冠患者，絕大多數是沒有接種
疫苗的老年人或者基礎疾病患者。雖然新冠引發的肺炎不一定嚴
重，但基礎疾病的救治，仍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他直言，目前對病
死率造成最大影響的，是高齡患者與基礎疾病患者的病故，這是上
海當前救治面臨的最大挑戰。

張文宏：高齡及基礎疾病患者是最大挑戰
由於陽性病人必須到新冠定點醫院進行收治，定點醫院不僅要治

療新冠症狀，還要對各基礎病專科給予同質化救治。張文宏指出，
基於此，針對老年患者基礎疾病多且重的特點，多學科重症患者的
救治要求很高。目前上海已匯集了全市臨床診療經驗豐富的360餘
名重症醫學專家，加上外省市支援的專家，共同組建了9支重症救治
團隊，對新冠重型、危重型和新冠陽性合併基礎疾病重症患者，實
行集中管理和綜合治療。不過，他亦指目前區級定點醫院更需要強
有力的醫療支持，救治資源需要逐漸向基層下沉，提高基層對新冠
患者的救治力量，實現醫療資源全覆蓋。

籲積極為脆弱人群送疫苗上門
下一階段，張文宏認為，應對傳播率極高的奧密克戎（Omi-

cron）病毒，需要讓新冠定點醫院成為不僅僅是救治新冠肺炎的醫
院，更是救治新冠陽性但基礎疾病更重的患者的綜合性醫院，大力
推動各專科力量的投入，給核酸陽性脆弱人群提供與疫情前同質化
的專科治療。同時，還需要提升擔心疫苗副作用而未接種人群的接
種率，他說：「已經有很多證據證實，這部分人群接種疫苗的不良
反應率不高，但是不接種帶來的重症和死亡風險極高。」張文宏並
呼籲，對疫苗接種有困難的老年人與長期基礎病患者，可以積極地
送疫苗上門，一定要保護好這部分脆弱人群，免於新冠流行帶來的
風險。
26日，上海將再一次進行全員核檢。上海還通過多方協調籌措力
量，包括將所有能上崗的急救人員都召回入駐單位值守，推進互聯
網醫院開展就診配藥等方式，緩解就醫供需矛盾。

浙江閉環接收滬逾三萬人轉運
另據浙江省衞健委副主任孫黎明25日介紹，應上海方面要求，浙

江省還將增派醫技人員赴方艙醫院開展B超、檢驗等工作。同時，
截至目前浙江已閉環接收上海轉運人員累計35,801人。

當地籲符合條件長者盡快接種 將早期干預高風險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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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
務院辦公廳25日發布《關於進一步釋放消費潛
力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意見》（下稱《意
見》）。《意見》提出，結合疫情防控形勢和
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生活物資保障體系，暢通
重要生活物資物流通道。在各大中城市科學規
劃建設一批集倉儲、分揀、加工、包裝等功能
於一體的城郊大倉基地，確保應急狀況下及時
就近調運生活物資，切實保障消費品流通不斷
不亂。國家發展改革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將在
「穩」「保」「新」上下大力氣，促進消費持
續恢復。

保障好困難群眾基本生活
《意見》按照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
合、短期支持和中長期促進相兼顧的要求，

提出了五方面重點舉措（見表）。發改委相
關負責人表示，《意見》的制定出台，既着
眼長遠，又聚焦當前。下一步，改革委將在
「穩」「保」「新」上下大力氣，努力促進
消費持續恢復。首先是固「穩」，着力穩住
消費基本盤。其次是抓「保」，全力保障消
費供給。結合疫情防控形勢和需要，支持各
大中城市科學規劃建設一批集倉儲、分揀、
加工、包裝等功能於一體的城郊大倉基地，
確保應急狀況下及時就近調運生活物資，切
實保障消費品流通不斷不亂。全力做好物流
保通保暢工作。建立完善重要商品收儲和吞
吐調節機制，持續做好日常監測和動態調
控，落實好糧油肉蛋奶果蔬和大宗商品等保
供穩價措施，特別是要保障好困難群眾基本
生活。

暢通物流大通道
國家發展改革委將會同有關部門，按照《意
見》部署要求，瞄準居民消費個性化多元化和
結構升級趨勢，聚焦消費領域痛點難點堵點和
體制機制障礙。完善消費發展支撐體系，積極
建設一批區域消費中心。支持各地區建立促消
費常態化機制，培育一批特色活動品牌。進一
步完善電子商務體系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暢
通物流大通道，加快構建覆蓋全球、安全可
靠、高效暢通的流通網絡。完善國家骨幹冷鏈
物流基地設施條件，培育一批專業化生鮮冷鏈
物流龍頭企業。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制度，緊扣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多元擴大普
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提高教育、醫療、
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支出效率。

國辦要求大中城市規劃建設「城郊大倉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4月
25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全國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專家組成員龐星火通報，4月24日下
午4時至25日下午4時，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
炎病毒感染者29例，均為確診病例。由於新
疫情已隱匿傳播1周，部分北京市民擔心封控
而開始囤貨，24日晚少量超市蔬菜區域貨架暫
時空置。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25日見到，
在加大備貨後，當日早上商超蔬菜水果、肉類
等生活必需品供應已充足，官方也明確回應市
場貨源充足穩定。

今起對11區域人員開展三輪核檢
4月25日晚，在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第315場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委
宣傳部副部長、市政府新聞辦主任、市政府新
聞發言人徐和建介紹，該市在朝陽區已經開展
核酸檢測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區域篩查範
圍，從26日至30日，對東城、西城、海淀、
豐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順義、昌平、大
興、經開區等11個區域人員開展三輪核酸檢
測。
自4月22日以來，北京本輪疫情已累計報告
70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北
京共有高風險地區1個，有中風險地區6個。
根據首都疫情防控需要，從4月24日，北京暫
停旅行社經營市民「在京團隊旅遊」業務，同
時暫停旅遊團隊電子行程單備案服務。為遏制
疫情擴散蔓延，北京朝陽區部分區域提升管控

措施，區域內居民足不出區。
在防控上，北京依情況採取不同管控措施。

對於劃定的封控區，實行「區域封閉、足不出
戶、服務上門」；對於劃定的管控區，實行
「人不出區、嚴禁聚集」。而對臨時管控區
域，除生活必需的商超、醫院等正常開業外，
其餘餐飲企業、娛樂場所、室內健身場所等暫
時關停。

民眾：貨架補滿 價格未升
「確診幾例我沒害怕，新增幾例疑似病例我也

沒害怕，但是你們一箱一箱往家拉米和麵，我真
慌了！」這一句調侃囤貨的話，最近一天在北京
市民的社交朋友圈傳播開。更有網友稱，因為近
期囤貨太多，「要置備新冰箱了，囤貨走起」。
一時間，囤貨「氣氛組」在網絡刷屏。
北京朝陽區袁女士說，4月24日正值周末，她

和家人看到社交網絡上開始有朋友要囤貨，也以
「寧可信其有」的心態去附近商超買了一些肉類
和蔬菜，商場裏提着大兜小兜的人確實比平時多
了不少。25日早上起來，自己又去商超看了一
下，發現貨架已補充滿滿，價格也未提升。

封控小區保供應 超商備貨增3倍
「對於疫情封控小區，則指導屬地相關部

門啟動『點對點』監測和補貨機制，對於出
現個別斷貨的品種，及時進行補貨，保障末
端供應。全市 300 餘輛蔬菜直通車全時待
命，可隨時根據需要保障疫情小區供應，並

根據各區需求隨時派到相關點位開展供
應。」北京市商務局副局長趙衛東指出。
趙衛東介紹，在批發端，北京組織主要農產

品批發市場協調運銷企業加大貨源組織力度，
積極調貨進京，保證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源頭
供給充足。而在零售端，要求大型連鎖超市、
生鮮電商平台等重點保供企業按照日常消費3
倍以上備貨，每日開業前，門店、網點及前置
倉全部上架、補倉到位。
在營業期間，商超根據銷售情況增加門店、

網點配送頻次，及時補貨、多次配送，確保
貨足價穩，特別是早晚銷售高峰要充分補
貨，不出現斷檔、斷貨現象。同時，按照
市民採購需求，適當延長營業時間。

京疫下現搶購 政府多措保供貨

◆張文宏說，目前
對病死率造成最大
影響的，是高齡患
者與基礎疾病患者
的病故，這是上海
當前救治面臨的最
大挑戰。圖為在上
海市奉賢區南橋鎮
社區衞生服務中
心，醫護人員引導
老年居民填寫接種
新冠疫苗個人信息
單。 中通社

◆4月24日晚間，顧客在超市排隊買
肉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醫藥大學名譽校長張伯禮近期就中醫藥相關話題在上海接受集
體採訪。他表示，要「先症而治，並注重調節機體整體狀態，避
免老年患者進展為重症，截斷病勢，減少死亡」。
他還表示，為提高上海市老年新冠感染救治成效，針對奧密克戎變

異株發病表現，結合老年發病特點及以往救治經驗，在《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基礎上，對老年感染者的治療以加快
核酸轉陰、減少病情加重、減少病亡率為目標，結合三因制宜，辨證施
治為原則，在國家專家組指導下，形成《上海市老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中醫藥救治工作專家共識》。
第一個原則是「新老疾病兼顧」，治療新冠肺炎，更重視基礎疾病治

療，尤其重視基礎疾病的變化。
第二個原則是「扶正祛邪」。老年人往往正氣不足，臟腑虛損、氣血不

暢、痰濁瘀滯等基礎病證較多，感染新冠病毒後容易迅速加重，需要重點救
治。在治療時，要注重扶正，保護正氣，採用比如益氣活血、益氣養陰等方
法。在袪邪上，注重「清」和「通」，可採用清熱解毒、活血化瘀等方藥。
第三個原則是治療關口前移，先症而治，截斷病勢。患者從無症狀到有
症狀是一個過程，需要提早干預。關鍵在於抓住當時可能影響健康導致疾
病惡化的症狀，先症而治，阻斷病勢發展。

張伯禮談滬長者中醫藥治療：
先症而治 截斷病勢 減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