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控區內須嚴格執行掃碼、測溫和查驗核酸證明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北京涉疫街鄉不斷增加，官方呼籲進一步降低通勤率。圖為北京一小區內
社區工作者正在組織居民進行核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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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建穗建「「無疫社區無疫社區」」
55天零新增可解封天零新增可解封

社會面陽性新例快速增長社會面陽性新例快速增長多區連夜強化管控多區連夜強化管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
報道）據26日舉行的北京市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通報，11月
26日零時至15時，北京市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454例，其中
隔離觀察人員2,026例、社會面篩查
人員428例。由於涉疫街鄉進一步增
加，官方呼籲進一步降低通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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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建表示，當前北京市疫情新增病
例數持續高位增長，社會面病例數
上升勢頭明顯，首都疫情防控工作
正處於與時間賽跑、與病毒較量的
關鍵時期。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劉曉峰指

出，當前北京疫情涉及的街鄉進一

步增加，各區要切實履行屬地責
任，督促轄區內各行業、單位加強
員工和流動人員防疫管理，結合本
單位實際情況，進一步降低通勤
率，減少人員內部流動和聚集。

專班對接外省貨車保供
據悉，北京本輪疫情自京外商貿

城輸入病例以來，引發了養老院、
工地、學校等人員密集場所聚集性
疫情，並在朝陽區東壩、安貞、金
盞以及通州台湖、昌平區沙河等地
形成區域傳播。
為保證物資供應，北京新發地批

發市場繼續免進場費，並安排專班
與外地運輸貨車對接，確保外省物
資及時運抵北京。

北京涉疫街鄉增加
官方籲降低通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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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住宅火災釀10死
官方：深入調查 嚴肅追責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應江
洪新疆報道，11月25日深夜，新疆烏魯
木齊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召開新聞發
布會，介紹了「11．24」火災事故有關
情況，回應事發小區是否為低風險小
區、涉事居民樓逃生通道是否被鐵絲綑
綁等社會關切問題。烏魯木齊市市長買
買提明．卡德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遇難者
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傷員及
親屬表示問候，向全市人民表示歉意。
他並表示，自治區和烏魯木齊市已經成
立聯合調查組，正在深入調查火災原因
和責任，對失職失責人員將依法依規嚴
肅追責，絕不姑息。
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區長哈米提．買買提
伊明表示，火災發生後，醫療部門組織最
強醫療資源實施救治，對每一名傷員確定
診療方案，目前傷者生命體徵平穩，無生

命危險。當地政府部門全面做好疏散安
置、安撫救助、心理疏導等善後工作。

網傳鐵絲綁門實為移花接木
關於網傳是否存在涉事居民樓逃生通道

被鐵絲綑綁的問題，哈米提．買買提伊明
說，經與小區所在街道、社區以及現場消
防救援人員反覆核實，小區不存在鐵絲綑
綁的問題，樓棟所有住戶門、單元門均未
封閉。網上所傳樓層門用鐵絲綑綁的圖片
為移花接木、惡意拼接。
關於網民質疑「事發小區為低風險可下

樓活動」的問題，哈米提．買買提伊明表
示，2022年11月12日起，事發小區由高
風險區降為低風險區，隨後天山區疫情防
控指揮部進行綜合評估後，自11月20日
起，小區居民已經實行錯峰有序出戶下
樓，在小區內活動。

進出道狹窄大消防車難駛入
烏魯木齊消防救援支隊支隊長李文勝介

紹，此次火災具有火災荷載大、蔓延速度
快、被困人員多、疏散搜救難等特點，消防
部門共調集23輛消防車、109名指戰員參與
處置。「事發小區進出道狹窄，且停車位較
少，道路兩側停放大量私家車，大型消防車
難以進入小區實施作業。在開展搜救及樓內
撲火的同時，組織相關部門對樓前私家車道
進行移位，拆除日常設立的地樁，全面打開
建築南北側火災撲救作業面。」
11月24日19時49分，烏魯木齊市天山區

吉祥苑小區一高層住宅樓發生火災，致10人
死亡、9人受傷。有關部門綜合現場勘察和
當事人陳述，確定起火部位位於1502室東側
臥室東南角，初步確定火災原因為家庭臥室
插線板着火引發，事故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應江
洪新疆報道，26日上午，新疆烏魯木齊市
召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
會上，新疆烏魯木齊市委常委、宣傳部部
長隋榮稱，根據當前疫情防控形勢，經烏
魯木齊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研究，將分
階段有序恢復低風險區居民生活秩序。
隋榮說，烏魯木齊市仍有一定數量的高
風險區，且近兩日每日新增陽性感染者仍
在100例左右波動，疫情傳播風險依然存
在，防控成果還需持續鞏固。據隋榮介
紹，分階段有序恢復低風險區居民生活秩

序主要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組織引導低風險區居民按樓

棟單元分時段錯峰下樓有序活動。第二階
段，社區或街道範圍內，各小區均已成為
低風險小區後，居民可在社區或街道範圍
內有序活動。第三階段，如果所在區所有
的社區均已連片成為低風險區域，經評估
後，居民可在本區域內跨區活動，但禁止
進入高風險區域，銀行、商超、農貿市場
等生活必需場所可恢復營業，落實限流准
入措施。
基於上述安排，隋榮還作以下幾點說明。

一是已經出戶下樓在小區內活動滿3天的市
民，即日起可以出小區；二是高風險區連續
5天內未發現新增感染者降為低風險區域，
市民可以出戶下樓。3天內若無新增感染
者，可出小區在本區縣內低風險區域有序活
動；三是未發現新增感染者不滿連續5天的
高風險區，嚴格執行「足不出戶 上門服
務」措施；四是可以出小區的個體工商戶，
店舖在本區縣內的，允許恢復經營；五是上
述措施實施後，經綜合評估排除疫情傳播風
險的，可逐步恢復交通，允許跨區縣流動，
駕車出行，點對點上班。

烏魯木齊低風險區分階段復常

據廣州市衞健委副主任張屹介紹，海珠區25日新增6,996例。此前
已恢復線下教學的番禺區和疫情形勢穩定的天河區，這兩天疫

情進展較快，感染者新增數量環比增多，呈多點多鏈多源態勢。
廣州新增社會面感染者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11月22日新增社會

面感染為39例，之後三天分別為50例，89例和101例。此次新增的
101例分布在增城、花都、南沙、天河等多區，呈現多點散發現象。

全市三分之一地鐵停運
為此，26日凌晨起，廣州多區採取強化社會面防控的舉措。其中，
天河區除石牌街、天河南街、林和街、冼村街、獵德街四個街道，其
他以區域實行嚴格限制人員流動。地鐵、公交全時段暫停服務。除保
障城市基本運行和疫情防控相關的車輛通行外，其他車輛（包括電動
車、自行車）不得流動。
番禺區亦宣布，在除了南橋街、沙灣街以外的14個鎮街，均加強

社會面疫情防控措施。此前，海珠區西部並不屬於強化社會面管控範
圍，從26日起，恢復限制人流和交通管制的措施。越秀區、黃埔區、
南沙區等區同樣發布了新的管控措施。
根據防控要求，廣州地鐵有97座車站停止對外服務，海珠有軌電

車全線停運。官方數據顯示，廣州地鐵各線共有車站302座，這也意
味着廣州近三分之一的地鐵站處於停運狀態，且多集中在海珠區、天
河區、白雲區等中心城區。

統一社區防控管理辦法
面對疫情防控形勢，廣州嘗試探索動態清零的新路徑、新舉措。張屹
表示，廣州在管控區（社會面陽性個案主要來源區域）域內開展「無疫
社區（村、小區）」創建工作，擬採取化整為零、逐個合圍的方式，推

動以「點」連「片」、從「片」到「面」，為穩控疫情夯實基礎。
張屹詳細介紹了廣州創建「無疫社區（村、小區）」六方面的工

作。一是建立健全社區（村、小區）、管控區疫情防控責任體系；二
是要做到24小時卡口專人值守，落實測溫、掃碼、查驗核酸證明、人
員登記等管理措施；三是要嚴格落實區域內重點人員居家隔離、健康
監測等；四是要做到核酸檢測秩序規範，不漏一人；五是要全面掌握
區域內獨居老人、孕產婦、殘疾人及患病就醫等重點人員情況，做好
醫療和生活服務保障；六是區域內居（村）民嚴格遵守各項防疫要
求，不串門、不聚集、不聚會、不聚餐。
「做到以上六個方面，連續5天無新增陽性感染者的社區、村、小

區或樓棟，即可申請解封，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張屹向廣州
市民呼籲，積極支持「無疫社區（村、小區）」「無疫樓棟」創建活
動，將各項疫情防控措施落在實處。
為外防輸入，所有外省來（返）穗人員，在抵穗後嚴格落實「三天

三檢」，其間不聚集、不聚會、不聚餐，不進入餐飲服務、購物中
心、超市賣場等公共場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26日舉行的廣州市疫情防控發布

會通報，25日全天，廣州新增新冠肺炎本土感染者7,419例，比前一日減少

105例，這是廣州自11月18日以來連續8天遞減。不過，廣州社會面感染者

逐日遞增，25日達到101例，首次破百，相當於一周前單日新增量的8倍，

顯示廣州疫情防控複雜程度有升級趨勢。26日凌晨起，廣州天河、黃埔等多區強化管控措施，擴大管控範

圍。廣州衞健委宣布啟動管控區域內「無疫社區（村、小區）」創建工作，擬採取化整為零、逐個合圍的

方式，全市管控區統一動作，推動各個片區清零，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在疫情面前，
特別是形勢吃緊
的時候，究竟應
該 如 何 發 布 通
告、以什麼樣的
節奏發布、怎麼

樣解釋和疏導，比常態化防控時期
顯得更為重要。

25日上午，廣州市民在各微信群
看到有關廣州加強社會面管控的消
息，其中還有部分街區詳細的管控
預案，從措辭和具體內容來看，其
真實性幾乎不會令人懷疑。

對於民眾的關切，當日下午，廣
州市疫情防控發布會上，發出了
「廣州沒有靜默的安排，更沒有封
城的計劃」的回應。

不過，幾個小時後的翌日凌晨，
天河區等多區發布強化社會面管控
的措施，實現了廣州全部11區強化
社會面防控全覆蓋（部分行政區非
全域強化管控）。市民第二天起
床，發現所在區已經強化管控，出
行受阻，購物不便。抱怨的同時，
有市民戲謔，可能政府理解的「靜
默」和市民理解的不太一樣。亦有
市民戲謔稱，從闢謠到強化管控措
施落地，相關部門給市民打了個回
馬槍。也許，「廣州市」層面確實

沒有宣布「靜默」，是11個區各自
宣布「靜默」，所以廣州沒有靜
默。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類似情況
了，也不只有廣州出現這種現象。
上一次，多個城市在沒有任何信息
發布下突然撤減核酸採樣點，引發
一定的混亂，旋即又恢復採樣點布
局。此次廣州傳謠、闢謠到各區管
控措施連夜落地，或許在某種程度
上，對政府的公信力，又造成了一
定的損傷。

三年來，廣州一直被認為是疫情
防控的「優等生」，不管是在防控
措施還是信息發布方面，走在全國
前列。事實上，廣州之前抗疫成
功，民眾的支持至關重要。此輪疫
情的複雜程度，遠超廣州經歷過的
任何一波疫情。面對壓力，面對繁
重工作，偶有疏漏或可以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來，疫情防控
中，爭取到民眾的理解和信任，既
考驗地方治理者智慧，也關乎最終
的防控效果。只有對群眾做到信息
及時準確公開透明，實事求是，才
能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也才能
夠最終戰勝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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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越吃緊
信息公開越應及時準確

▶▶廣州各區加強管控廣州各區加強管控，，不少市民到超市不少市民到超市
囤購食品囤購食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