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部分城市披露重症數據
廣州：超3萬感染者 無一重型
◆根據廣州的每日疫情通報數據，10月22日-11月14日，廣州市累計報告感染者
已超3.3萬宗。其中11月7日以來，已連續9日單日新增感染數破2,000宗。廣州
市衞生健康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張屹介紹，10月22日本輪疫情以來，所有感
染者情況均穩定，無一重型、危重型病例。

北京：1187宗感染者 重型2宗
◆10月27日至11月13日14時，在定點醫院救治本土新冠肺炎病例1,187宗，其
中無症狀感染者412宗、輕型752宗、普通型21宗、重型2宗，目前所有在院患
者病情平穩。

重慶：超8000宗感染者 重型3宗
◆11月以來，重慶市突發規模性疫情累計報告新增感染者已經超過8,000宗。重慶市
現有在院進行隔離醫學觀察的無症狀感染者7,517人；現有在院集中隔離治療的確
診病例有1,159人，其中，輕型1,130宗，普通型26宗，重型3宗，病情穩定。

◆來源：健康時報客戶端

隔離時空伴隨者就是層層加碼
中疾控：優化防控「二十條」外 嚴格按第九版方案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疾控中心傳防處

研究員王麗萍在接受央視新聞《焦點訪

談》節目採訪時說，要求「時空伴隨者」

居家隔離和居家健康監測，都是各地加

碼的做法。據央視新聞報道，中國官方本月11日出台的優化防控的二十條

措施，對醫療資源建設、生活服務保障、重點單位的疫情防控、疫苗接種、

藥物儲備、滯留人員的疏解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專家指出，優化防控

的二十條措施是對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優化和完善，對於二十條措施中沒有提

到的，依然要嚴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來執行，不能層層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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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10月中國主要
經濟指標回落，經濟恢復勢頭放緩。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
人孟瑋16日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經濟大省等重點地區
經濟正在加快回穩發展，隨着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措
施加快落地見效，以及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設備更新
改造專項再貸款和財政貼息、擴大製造業中長期貸款投放
等一系列舉措將在四季度集中顯效，工業增長動力、投資
信心將繼續增強。「展望全年，經濟增速有望進一步加
快，回穩向好基礎將不斷得到鞏固。」

持續推進實施退稅減稅降費
孟瑋認為，近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優化疫情防

控20條措施，指導各地更加科學精準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這有利於進一步
暢通經濟循環、促進市場需求恢復。
孟瑋同時強調，近期國內新發疫情不斷出現，促進四季度
經濟持續恢復還需付出艱苦努力。下一步將持續推進穩經濟
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政策落地見效，充分發揮推進有效投資重
要項目協調機制作用，進一步加快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資
金投放使用和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積極擴大有效投資。
與此同時，要促進重點領域消費加快恢復發展，持續推
進實施退稅減稅降費，加大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

支持力度；同時，強化糧食、能源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保
障，落細落實穩就業政策，扎實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穩
價。孟瑋說，「總之，就是要抓住時間窗口，推動經濟進
一步回穩向上。」

7399億元金融工具資金投放完畢
孟瑋在發布會上還首次披露，目前7,399億元（人民幣，

下同）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資金已全部投放完畢。這是今
年中央新出台的拉動投資的政策性金融工具。7月底國務院
常務會議決定，推出3,000億元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由
政策性開發性銀行發行金融債券，籌集資金用於設立基礎設
施基金，用於重大項目補充資本金。在首批基金投放完畢後，
8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追加3,000億元以上額度。這是
中央部委首次披露這一工具的實際規模，規模超過此前確定
的6,000億元以上。
對於政策性開放性金融工具資金的投放，孟瑋表示，政

策性銀行按市場化原則獨立評審、自主決策，從中選取項
目投放資金，並將項目清單提供給商業銀行，跟進做好項
目配套貸款。「隨着這批項目加快推進，將對促進今明兩
年投資穩定增長、優化供給結構發揮重要作用。下一步將
集中力量推動金融工具項目加快開工和建設，力爭盡快形
成更多實物工作量，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11
月16日，在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
稱「火箭院」）成立65周年之際，中國航天博
物館舉辦了「慶祝建院65周年暨中國航天博物
館開館儀式」。「中國航天博物館作為航天系統
唯一的國家級專業博物館，為展示我國航天科技
成就、傳播航天精神文化做出了重要支撐。在火
箭院成立 65周年之際，中國航天博物館在中國
航天的發祥地歷史性開館，我倍感榮幸、深受鼓
舞。」長征系列運載火箭首席總設計師、中國科
學院院士、中國航天博物館館長姜傑說。

展出彈箭星船器等珍貴展品
中國航天博物館前身是中華航天博物館，於

1992年建成開放，坐落在航天事業的發祥地——
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內，是國內成立最早、
亞洲地區最大的航天科技大型專業展館。2020年
10月博物館完成事業法人登記備案，正式更名為
中國航天博物館。今年，中國航天博物館啟動展
廳升級改造工程，全面系統梳理了中國航天發展
歷程及取得的輝煌成就，展陳內容包括中國航天
歷史和精神、導彈武器、運載火箭、人造衛星、
載人航天、深空探測、航天人物、未來展望、天

問書苑、多功能廳十大板塊。首次全系統展示中
國航天全貌；首次全方位展示中國的航天歷史與
成就；首次全景式展示中國航天的發展；同時也
是首次舉航天全領域之力共同開館。
據介紹，中國航天博物館內收藏了包括彈、箭、
星、船、器在內的實物類展品百餘件，文獻史料千
餘件，包括東方紅一號衛星（備份星）、1059導彈
發動機、神舟四號飛船返回艙和降落主傘、返回式
衛星回收艙、長二F火箭逃逸塔、月壤、首個中國
航天日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國旗等珍貴展品。

將擇日向公眾開放預約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探訪中看到，博物館以沙盤

的形式，搭建了長征五號運載火箭轉運發射模擬
平台，配合大屏演示長五火箭出廠、轉運、發射
各個環節，沉浸式體驗火箭發射現場，感受發射
帶來的震撼。此外，還設置了航天服及數字交互
系統、中國空間站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
景）漫遊系統、太空生活展等。觀眾可以踩上航
天員在太空中騎行的自行車，甚至可以躺一躺他
們的睡袋，感受空間站的沉浸式體驗。據了解，
中國航天博物館不久後即可對外開放，公眾可通
過預約方式參觀。

穩經濟舉措集中顯效 發改委料全年增速回穩向上 中國航天博物館開館 沉浸式感受火箭發射

王麗萍在節目中說：「比如時空伴隨，
實際上在第九版的防控方案裏面有所

闡述，他是涉疫場所的暴露人員，對於這
類人員在二十條裏面沒有提及，仍然在實
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對於這類人員要求在
流調以後進行『三天兩檢』，及時排查。
居家隔離和居家健康監測的要求，都是各
地加碼的做法。」

整治加碼專班每天回應群眾關切
王麗萍說，對於管控的時間，起始時間

應該以判定為末次暴露的時間為準，而不
應該以追蹤到這個密接的時間開始算起，
在第九版防控方案裏面是明確的。
國家疾控局傳染病防控司一級巡視員賀青
華在同一個節目中說，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已
經建立的整治層層加碼工作專班，每天調度
及時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回應群眾的關切，
盡可能防範和杜絕「一刀切」和層層加碼，
影響群眾的生產生活，影響經濟社會發展。
對於密接的密接，也就是次密接人員，二
十條優化措施中明確要求不再判定。王麗萍
說：「我們發現在一個多月試點的評估過程
中，密接的密接在判定以後，後續陽性率是
極低的，是十萬分之三點一，也就是管了十
萬個人，可能有三個人是陽性，所以效率是
比較低的。只要把有限的防疫資源，把密接
及時判定進行管控，就能夠更大可能去降低
次密接續發陽性的檢出率情況，所以綜合就
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傳播鏈清晰無社區傳播無須全檢
在核酸測試方面，王麗萍說，一旦發

生本土疫情以後，什麼時候開展區域核
酸檢測，在第九版防控方案裏也明確提
出，當發生疫情以後，基於流調研判，
明確傳播鏈清晰，沒有發生社區傳播，
這時候無須開展區域全員核酸檢測，只
需要對風險區域和重點有感染風險的人
員，根據流調研判進行核酸檢測，開展
快速疫情處置。整個策略的核心是以快
速流調為基礎，通過區域核酸檢測來進
行風險綜合研判。這次二十條優化措施
中的第6條專門強調，沒有發生疫情的地
區要嚴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確定的範
圍，對於風險崗位和重點人員進行核酸
檢測，不得擴大核酸檢測範圍，這兩者
是完全一致的要求。

病毒潛伏期短 5加3風險兜得住
在外防輸入方面，此次優化措施也進行

了相應調整，比如取消入境航班熔斷機
制；將登機前48小時內2次核酸陰性證明
減少為1次；明確入境人員陽性判定標準
為核酸檢測CT值<35；將「7天集中隔離+
3天居家健康監測」調整為「5天集中隔
離+3天居家隔離」，其間賦碼管理、不得
外出等。
王麗萍說，國際整個疫情的情況，病毒

變異的情況，以及對於入境人員管控措施
評估的數據，更多是統籌中國疫情防控跟
國際交往，便利人員往來，從這些角度
看，在二十條優化措施裏對入境人員的管
控和核酸檢測進行了優化和調整，「病毒
潛伏期縮短，5加3風險還是兜得住的，因
為那3天也是居家隔離。」

上周五，國務院聯防
聯控機制發布優化疫情
防控「二十條」，其中
最受內地民眾關注的便
是「沒有發生疫情的地

區不得擴大核酸檢測範圍，一般不按行
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本周一，包括
廣州、北京、石家莊等都快速以「優化
核酸採樣點布局」的安排，動態調減了
檢測點。不過，盡快落實的初衷卻未有
收到理想效果，當天下午社交媒體上便
出現民眾在檢測點大排長龍的抱怨聲。
究其原因，根據地方的政策，民眾出行
需要使用核酸證明的場景，並未同步調
減，欲速則不達。

核檢點撤檔太快現短暫混亂
常態化核酸檢測是今年上半年開始

在全國大規模推出的，其背景是傳播
速度快、隱匿性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株
逐漸成為內地新冠肺炎疫情主流病
毒。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衞健部門
了解到，核酸檢測點基本是城市區屬
管理，以街道為主體， 按照社區居
民、樓棟等分布情況，設置核酸檢測
點數量、位置，並向區衞健委上報。

14日晚6時，在廣州荔灣區花地街
道怡芳苑社區核酸採樣點，採樣團隊
撤離的時間比平時提早了3小時。面
對陸續趕來做核酸檢測的下班族的疑

惑，工作人員稱「上面通知不用常態
化檢測了，所以提前撤檔」。但是，
目前廣州仍有不少商場、超市，入內
需要提供限定時間內的核酸檢測證
明，民眾為了能採買物資，四處尋找
可做檢測的地方。

欲速則不達。北京也出現了類似的
情況。朝陽區不少原本安排在公共場
所的核酸檢測點轉移到了社區內，官
方原意是為了方便按照社區來集中篩
查，以便加快陽性篩出覆檢，卻給不
少原本利用午休時間在工作地點就近
核酸檢測的上班族造成困擾：無法在
下班前趕上自己居住小區的核酸檢測
截止時間，也無法隨意進入其他社區
檢測。同時，北京市仍然維持了搭乘
公共交通需要72小時內核酸證明的要
求，由於本土病例持續增加，部分社
區和工作樓宇加碼防疫力度，要求必
須持 24 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方能進
入。

減少非爆發區域的非必要核酸檢
測，是國務院聯防聯控基於經濟運
行、減低疫情對民眾日常生活影響做
出的合理安排。地方政府在落實過程
中卻未能通盤考量，急急減少核酸檢
測點，但是沒有同步調減核酸檢測結
果應用場景，也未能提前、充分向民
眾解釋相關安排，在政策剛剛出台的
窗口期，出現了短暫混亂。

根據各地實際精確調整
事實上，疫情爆發近三年來，內地的

主要城市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應對模
式。隨着「二十條」的推進落實，可能
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情況，在筆者看
來，不論在千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或者
是醫療資源本身就相對缺乏的三四線城
市，決策者都應當結合當地實際情況，
科學、精確推動政策落地。在無法保證
步子又快又穩的情況下，寧可「減速緩
行」最大限度避免類似情況，才能最大
限度地發揮新措施的正面效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穩步復常

防疫政策優化落地 宜「減速緩行」發揮效能

◆11月16日，廣東省廣州市，市民在廣州圖書館前有序排隊，等待核酸檢測。 中新社

◆15日，廣州白雲區某社區貼出的取
消全員及常態化核酸檢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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