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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记者
董瑞丰顾天成） 近期， 我国防控形势
总体向好， 平稳进入 “乙类乙管” 常
态化防控阶段， 各地疫情呈局部零星
散发状态。 本轮疫情是否已经结束？
新变异株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感染高
峰？ 下一步如何继续健全疫情监测体
系和信息报告制度？ 围绕公众关注的
热点，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 月 23 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作出回应。

我国本轮疫情基本结束
我国本轮疫情是否已经结束？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介绍， 从公
共卫生的角度看， 疫情可按流行强度分
为散发、 暴发、 流行、 大流行四类。 判
定是否走出疫情大流行， 主要有疾病感
染率、 人群免疫水平、 病毒质变情况、
门急诊的诊疗量和住院及死亡情况、 整
体防控能力等五个重要指标。

梁万年表示， 我国经受住了这一轮
疫情的考验， 建立了较好的人群免疫屏
障， 可以说本轮疫情基本结束， 现在的
感染是处在零星的局部散发状态。

全力以赴开展医疗救治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 三

年多来， 我国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率保
持在全球最低水平。 尤其是 2022 年 11
月以来， 医疗卫生机构围绕 “保健康、
防重症”， 全力以赴开展医疗救治。

重点采取了哪些措施？ 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 一
是实施重点人群分级健康管理。 发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用， 对辖区内合
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实
施健康监测， 根据红、 黄、 绿三个健
康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健康管理， 一旦
发生病情变化及时转诊。

二是迅速扩充医疗资源， 保障救
治需要。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短时间内由 7337 个扩充至 1.6 万个，
重症病床由 19.8万张扩充至 40.4 万张。
同时， 组建 16 支国家医疗队和 118 支
省级医疗队。

三是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救治
工作。 以县为单位网格化布局县域医
共体， 将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儿
童等重点人群纳入医联体管理， 推动
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域下沉， 并加
大对农村地区巡回和巡诊力度。

四是大力推动互联网医疗， 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在疫情期间看病就医需要。

五是不断优化医疗救治策略。 出
台第十版诊疗方案和第四版重症诊疗
方案， 明确重型、 危重型高危人群分
类和早期预警指标， 对于轻症病例早
期介入， 强化关口前移， 坚持中西医
结合和多学科诊疗。

继续抓实抓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

新变异株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感
染高峰？ 专家研判分析认为， 由于我
国刚经历了疫情大流行， 人群体内留
存的中和抗体会在短期内提供免疫保
护， 近期引发新一轮规模流行的可能
性较小。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
介绍， 目前我国在新冠病毒变异株检测
中， 如发现首次报告的、 重点关注的国
际流行毒株， 都会进行感染个案调查与
核心密接调查， 并开展风险研判， 一旦
发现传播力、 致病力增强的新型变异
株， 及时按照相关方案采取措施。

常昭瑞同时表示， 目前多地仍有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发生， 应继续做好
个人防护。 如果学校发生疫情， 要平
衡好疫情处置和正常教学秩序的关系，
由专业人员根据学生既往感染水平、
疾病严重程度、 疫情发展阶段、 病毒
的感染株等进行综合研判和风险评估，
然后做出相关处置。

国家疾控局监测预警司司长杨峰
提醒， 全球疫情仍在流行， 病毒还在
不断变异， 各地各部门要继续抓实抓
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提倡广
大人民群众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在提前预警方面， 疫情监测体系

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杨峰介绍， 为动态掌握新冠病毒

感染水平和变化趋势， 及时监测病毒
变异及生物学特性变化， 评估医疗资
源负荷情况， 2022 年 12 月， 国家卫生
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会同有关部门在
传染病网络直报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
展监测渠道， 形成多个监测子系统。

据介绍， 国家疾控局下一步将会
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加强疫情监测和常态化预警能力建设。
同时， 继续完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功能， 提高数据收集的信息化水平和
智能化分析能力， 并开展新冠病毒感
染等传染病疫情报告专项执法检查。

��������2月 22日， 永州市新田县爱善幼儿园， 小朋友在消防员指导下
体验消防装备。 当天， 新田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
活动， 提升小朋友消防安全意识，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刘贵雄陆锦涛 摄影报道

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成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璐 颜仕
鹏） 2 月 24 日由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疾控处主办， 湖南省癌症防治
中心 （湖南省肿瘤医院） 承办的
市州癌症防治中心主任会议在长
沙召开， 会议发布了最新肿瘤登
记年报数据， 数据显示， 2019 年
湖南省恶性肿瘤发病总体呈上升
趋势， 发病有年轻化趋势， 肺癌
位居发病和死亡的第一位。

数据显示， 2019 年湖南省肿
瘤登记地区癌症发病率为 327.51/
10 万 ， 死亡率为 168.51/10 万 ，
与上年度相比有所升高， 癌症发
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湖南省
癌症发病年龄 35 岁后快速升高，
80 岁达到高峰， 有年轻化趋势。

数据显示湖南省癌症发病前
5 位为： 肺癌、 乳腺癌、 结直肠
癌、 宫颈癌和肝癌； 死亡前 5 位
为： 肺癌、 肝癌、 结直肠癌、 胃

癌和乳腺癌； 肺癌在发病和死亡
中均居第一位， 高于全国发病和
死亡平均水平。 另外， 湖南省口
腔癌高发， 位居男性发病的第五
位， 男性死亡的第七位， 近五年
有升高趋势。

男性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
高于女性， 男性和女性发病前十
有较大差异， 男性主要是肺癌、
结直肠癌、 肝癌、 胃癌、 口腔癌、
前列腺癌等； 女性主要是乳腺癌、
肺癌、 宫颈癌、 结直肠癌、 甲状
腺癌等。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处处
长谢颖表示， 未来湖南省将推进
县区级癌症防治中心建设， 建立
健全癌症防治体制机制， 促使工
作逐级下沉到基层社区， 在全省
慢病防治领域中， 探索出一条可
复制、 可推广的 “医防融合” 的
新路子、 新模式。

湖南省最新肿瘤登记年报数据发布：

从小培养消防安全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怡霏） 日
前，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传来喜讯，
湖南省郴州市被评为 2020－2021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这是
郴州市连续第十一次获此殊荣。

作为全市唯一的采供血机构，
郴州市中心血站承担着全市 200
余家医疗机构、 530 万人口的医疗
安全供血任务。 经统计， 1998 年
《献血法》 颁布至今， 郴州市累计
69.7 万余人次参加无偿献血， 年
采血量 20 吨， 年供血量 60 吨。
每天保持最佳血液库存， 从未发
生一起因供血不及时或血液质量

问题导致的医疗纠纷。
近年来， 郴州市不断强化组

织领导、 积极探索创新， 形成了
“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 全社会共
同参与” 的无偿献血长效机制，
采血量以 10%-15%的增幅逐年上
升， 采供血增长率居全省首位。

目前， 郴州市无偿献血 100
次以上的已突破 21 人， 献血 50
次以上的增加到 101 人， 献血者
中 1 人当选 “中国好人”， 7 人当
选 “湖南好人”， 还有当选湖南省
“雷锋式巾帼英雄”、 “感动湖南”
人物等。�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新技术带来新“镜”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