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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张凌漪）
11月 14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139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畔介绍，按
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办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做好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控
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心城区要继续实
施全域协同防控，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管
控，各小区继续实行封闭管理，中心城
区全体市民原则上足不出户、非必要不
出小区、不上街。至于管控时间，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
行研判，作出下一阶段的疫情防控政策
调整。

疫情仍处在快速发展期，发展
趋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李畔通报称，11月14日0—18时，
重庆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7例，新增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1246例，新增阳性待诊
断人员2588例。目前，现有在院进行隔
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7517人；现
有在院集中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有
1159人，其中，轻型1130例、普通型26
例，重型3例，患者病情稳定。

“11月以来，我市突发规模性疫情
累计报告新增感染者已经超过8000例，
其中11月13日新增2297例，从11月
11日单日新增上千例到破两千例仅用
了两天时间。”李畔说，市级专家研判认
为，当前我市疫情仍处在快速发展期，发
展趋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波及范围之
广、涉及人数之多、防控难度之大前所未

有，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市面临的最
严峻疫情形势。

这一严峻疫情形势有两个方面的突
出特点：一是中心城区社会面筛查发现
感染者的数量和占比不断攀升。根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规定口径，除集中隔离点、高风险区以外
均为社会面。据此统计，仅11月13日
报告的中心城区社会面发现感染者就达
到1257例，占比为66.97%。二是中心
城区疫情的社区传播风险仍然很高。奥
密克戎变异株潜伏期一般为2至4天，
最长可达8天，因此，虽然我市中心城区
全域协同防控已经进入了第3天，但仍
然有很大一部分潜在感染者未到排毒
期，尚不能通过核酸检测在短时间内检
测出来。

李畔表示，中心城区疫情歼灭战打
响以来，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控取得了
一定进展，一些区域的疫情形势有了一
些好转，但是距离社会面动态清零的目
标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容不得半点松
懈。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从
11月15日开始，中心城区范围内除高
风险区以外的区域实行核酸检测“隔天
一检”，高风险区按相关规定开展相应频
次的核酸检测。

增加末端配送人手，确保生活
物资配送到社区、进小区

市商务委副主任李巡府介绍，市商
务委已经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心城
区全域协同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
在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控中进一步落实
好通行“白名单”制度的通知》，进一步做
好市民生活服务。

在落实社区网格化服务保障方面，
以小区、楼栋为单位，建立常住人口基础

信息和需求信息台账，随时掌握独居老
人、困境儿童、婴幼儿等重点人群基本需
求，实行点对点服务，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所需。合理设置物资中转站、临时存放
点，增加末端配送人手，确保生活物资配
送到社区、进小区，解决高风险区和特殊
人群送货入户的问题。

在保供人员后勤保障方面，建立了
保生活、保生产相关人员、车辆的“白名
单”，解决跨区供应链保障人员、超市员
工、货车司机、外卖小哥等人群的出行、
就餐、核酸检测、相对集中居住等困难和
问题，让民生服务队伍能够安心“动起
来”，确保保供体系顺畅运转。

李巡府说，对群众反映的有的超市
短暂缺菜、网上买菜选择不多、订外卖有
退单和配送不及时等问题，已责成有关
超市提升库存水平，增加一线人手，加密
补货频次，满足市民购买需要。

对蔬菜等民生物资运输货车，在中
心城区内取消通行证限制，全部实行见
货放行。增加一线运力，提升接单履约
率，尽力满足市民的线上消费需求。进
一步便利外卖骑手等保供人员的正常出
行，提升配送及时性，要求快递驿站、快
递柜等末端网点做好卫生消杀，正常开
放使用，保障末端配送正常运行。在一
些大型社区、购物不方便的区域开设临
时供应站，方便市民就近购物。

江北区储备700余台应急车辆，
尽量做到每个社区随时有车可用

江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廖光洪介
绍，中心城区疫情歼灭战打响以来，该区
坚持把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该区以小区为网格，以楼栋为单位，
摸清特殊人群的详细信息、需求事项，制
定孕妇、婴儿、独居老人、重大疾病患者、

抑郁症及精神病人等5张特殊人群清
单，并提供敲门询问、上门送菜送医、电
话咨询等服务。

对于孕妇产检以及重大疾病就医、
急诊就医的市民，努力做到“三个无条
件”：无条件放行、无条件协助对接医院、
无条件满足用车需求。该区结合每个小
区特殊人群的数量，确定最低储备应急
车辆标准，全区目前已储备700余台应
急车辆，尽量做到每个社区随时有车可
用于各类应急。

渝中区79个社区设置24小时
便民服务热线

渝中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梁栋介绍，
该区按照“疫情要管住是硬道理，服务好
群众是硬任务”的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特别关注居民群众的生活
需求、医疗需求等，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
障工作。

按照“服务优先、配送到家”思路，渝
中区建立了保供“白名单”制度，涉及企
业210家、3800人，进一步畅通了满足
群众生活需求的供给渠道。

在医疗服务方面，确保急诊患者及
时“得救”，确保特需人群按时“得治”，
确保慢性病人按需“得药”。近日来，渝
中区共安排急诊、孕检、血透等送医
110余人次，上门问诊送药等300余人
次。

此外，渝中区在全区79个社区设置
了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健全群众需求
收集处置机制，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有
人办、有人盯。

目前，渝中区疫情防控一线集合了
包括市区下沉一线的党政干部、社区居
委会人员、快递小哥、志愿者等在内的近
2万人参与社区的管理服务。

今起中心城区除高风险区以外实行“隔天一检”
11月以来，重庆突发规模性疫情累计报告新增感染者已超过8000例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张凌漪）
“二十条措施”提出一般不按照行政区域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我市为何继续开展
区域核酸检测？对此，11月14日，在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第139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
主任医师罗飞作了解释。

罗飞说，“二十条措施”中，有一句
补充的话作为说明：在感染来源和传
播链条不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
情底数不清时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重
庆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特别是
中心城区疫情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感

染者数量不仅总量多，增长的速度也
加快；这些感染者在社会面发现的比
例较高，由于人员的流动而加速了病
毒的传播，疫情已经向重点场所、郊区
等扩散。”罗飞说，所以在一定范围内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符合“二十条措施”的要求，只有这

样才能尽快扭转疫情防控局面，快速
找出隐匿传染源，将社会面感染者“捞
干筛尽”。

罗飞表示，前往采样点做核酸检测
确实存在相对风险，因此在前往采样点
进行核酸检测的时候，市民一定要做好
个人防护。在排队等待的过程中，一定

不要取下口罩、交头接耳，也不要靠得太
近，要保持一米线的安全距离；在做完核
酸后不要逗留，尽快离开，也不要随意触
碰采样点公共物品，回家后做好手的清
洁消毒等。同时，我市也会加强对采样
点的防范和规范采样员的技术操作，欢
迎大家监督。

为何开展多轮次核酸检测
专家解释：快速找出隐匿传染源，将社会面感染者“捞干筛尽”

□王瑞琳

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护人员逆向
而行，公安干警、社区干部、志愿者等坚
守防控一线，物流、快递、保供人员等坚
守岗位，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有许多
检验人员披“甲”上阵找出病毒原形，众
多流调溯源人员加班加点追踪病毒传播
轨迹……他们中有的是党员干部，有的

只是普普通通的市民，有的在“台前”为
山城迎风击雨，有的在“幕后”为市民遮
风挡雨，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为高效有
序做好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支撑。

疫情防控环环相扣，打赢疫情歼灭

战需要各方协同联动、紧密配合，每一个
环节都不容掉链子。在这场抗疫的阻击
战里，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冲锋在前，
他们或在防护服里夜以继日，或在路上
往返奔波，或在电话里说哑嗓子……这

点点滴滴的勇毅，日日夜夜的付出，丝丝
缕缕的真情，最终汇聚起了这座城市齐
心协力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疫情未灭，战斗不止。眼下，重庆
本轮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疫情防控处在
最吃劲、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仍
要绷紧弦、铆足劲，让防疫速度跑过病
毒传播，夺回防疫的主动权，筑起疫情
防控牢不可摧的“防护墙”！

当前防疫要绷紧弦铆足劲

□本报记者 李珩 张凌漪

11月13日，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综合办印发《关于在中心城
区全域协同防控中进一步做好
社区服务保障有关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求保障群众及时就
医和紧急外出等需求，对孕产
妇、急难危重病人及其陪护人员
无条件放行。我市各大医院如
何保障群众就医？14日，重庆
日报记者对市内部分医院进行
了走访。

医院设置绿色通道
保障急危重症患者就医

“多亏了你们，才救回父亲
的命。”14日，患者谭伟（化名）
的子女对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
员连声致谢。

12日晚，55岁的谭伟不小
心从高处坠落，救护车将他紧
急送到市人民医院。

“送来时，患者病情很危
急，经检查，患者为特重型开放
性颅脑损伤，右侧多根肋骨骨
折，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吴南
说。

当时，患者的24小时核酸
结果还没有出来，但因患者急需
手术，医院立即开启绿色通道，
闭环转运至神经外科缓冲病房，
迅速进行术前准备。之后，医生
连续做了两种手术，清除多个部
位颅内血肿，让谭伟转危为安。

“医院设有绿色通道，对急
危重症患者，由医护人员引导通
过绿色通道就诊，无论有无核酸
检测证明，均先行救治。”市人民
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沈凯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市人民
医院，我市多家医院都设置了
绿色通道，保障急危重症患者
就医。市妇幼保健院的绿色通
道由专门的医护人员引导，对
孕产妇同步开展核酸采集和孕
检诊疗。重医附属儿童医院设
置了患儿抢救绿色通道，对于
危急重症患者，该院设有抢救
绿色通道，无论有无核酸证明，
均先行救治。

在线问诊、药品邮寄
互联网医院为就医提供便利

“谢谢你们，因为遇到你们，
孩子又多了一份生机！”14日，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互联网医院
血液科副主任医师宪莹收到了
四川遂宁患儿家长蒋青（化名）
的暖心回复。当天，蒋青收到了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为其儿子邮
寄的救命药，特在互联网医院网
上留言表示感谢。

5个月前，蒋青4岁儿子在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被诊断为再
生障碍性贫血，现正在环孢素治
疗中，每个月都需要到重医附属
儿童医院检查并开药。

眼看药快吃完了，可重庆疫
情严峻，怎么办？11日，蒋青在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互联网医院
向宪莹发起了在线问诊，并提交
了在当地医院检查的结果。在
详细问诊后，宪莹开了处方，经
审核后，由医院病员服务中心将
药品邮寄给蒋青。

据了解，为保障患者日常
就医需求，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在互联网医院中设置内、外科
33个专科，共310名医师持续
在线服务，提供在线复诊、续
方、药品配送等各项服务，解决
疫情防控期间患者买药难、复
诊难等实际问题。市民搜索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公众号”，
即可进入该互联网医院。

此外，该院还紧急与重庆各
区县医疗机构开启联合诊疗通
道，即患儿选择居住地附近的联
合医疗机构，直接前往就可以申
请儿童医院远程门诊，儿童医院
专家在线上“面对面”问诊。

据了解，除重医附属儿童医
院外，重医附一院、重医附属大
学城医院等多家医院的互联网
医院也正常运行，为患者就医提
供便利服务。市民只要关注上
述医院的公众号，即可进入相关
医院的互联网医院。

搭建临时医疗救治帐篷
保障居民就医

除绿色通道、线上问诊外，我
市一些医院还想方设法为患者提
供贴心服务。

“保持伤口洁净干燥、隔天
再来换药哟。”14日上午，重庆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
院封控区患者临时医疗救治帐
篷内，急诊医学科医生罗麒在为
一名老人换药后，耐心地叮嘱
道。

这顶临时医疗救治帐篷位
于急诊医学科外的露天停车场，
是医院专门为高风险区和封控
区内需规律治疗的门诊患者搭
建的，可为他们提供采血检查、
注射、换药、拆线等医疗服务。

“在医院多部门通力配合
下，临时医疗救治帐篷10日傍
晚就搭建完成并投入使用。”该
院急诊医学科副护士长李进说。

“由于接诊的都是高风险区
和封控区内需规律治疗的门诊
患者，我们每次在处置病人前
后，都按要求做好帐篷的消毒工
作。”该院急诊医学科科主任杨
梅说，“这些患者直接在临时帐
篷内及时就医，减少了感染风
险。”

绿色通道、在线问诊、临时帐篷

重庆积极保障群众就医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哇、哇、哇……”11月 13
日凌晨2时24分，大足区人民
医院应急隔离产房里传出一阵
清亮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在
社区和医护人员的接力守护下
顺利降生。

看着护士抱到眼前的儿子，
产妇陈女士喜极而泣，“幺儿，你
一定要记住这些叔叔孃孃，是他
们守护了我们母子平安。”

故事，要从11月9日说起。
大足区龙水镇永益公租房，

之前因疫情防控要求被划定为
临时管控区后，龙水镇疫情管控
专班立即对该区域实行台账管
理，随时掌握管控区动态情况，
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11月 9日下午，专班工作
人员从“特殊人员救助群”中了
解到，待产孕妇陈女士即将临
盆。然而，根据当前的疫情防控
政策，陈女士需要在具备隔离接
生条件的医院进行生产，但龙水
镇各家医院均不具备相关条件。

怎么办？工作人员立即联
系大足区人民医院，并与陈女士
进行沟通。

“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老公待业没得收入，到大足医院
怕要不少钱……”一想到生产所
需的费用，陈女士面露难色。

了解到陈女士的具体情况
后，大足区人民医院立即开通

“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孕产妇
生命安全，并减免陈女士部分
费用。

同时，龙水镇疫情管控专班
工作人员每天早中晚定期联系
陈女士，了解其情况和需求。

“我感觉快要生了，麻烦你
们帮忙联系一下医院！”11月12
日傍晚6点半，接到陈女士电话
后，社区工作人员迅速联系了大
足区人民医院，并将陈女士及丈
夫送上大足区人民医院的120
救护车。

时间就是生命！大足区人
民医院立即启动“新冠疫情孕产
妇救治预案”，启用应急隔离病
区，转运邻近病人、清空邻近病
房，对产妇进行专科检查，安排
产妇立即进入产科待产。

11 月 13 日凌晨，陈女士
顺利产下一男婴，母子平安。
医护人员对陈女士给予产妇
专科指导、健康宣教、人文关
怀、心理疏导，并最大程度给
予费用减免。

“非常感谢政府和医院对我
们的关心帮助！”11月14日，陈
女士向社区工作人员和医护人
员表示感激，并在永益公租房专
班工作人员的“专车护送”下安
全到家。

管控区孕妇临产，大足区人民医院开通“绿色通道”——

“他们守护我们母子平安”

□本报记者 李珩

11月14日，在市政府新闻办第139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畔介绍，中心
城区疫情歼灭战打响以来，中心城区全
域协同防控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些区域
的疫情形势有一些好转。什么是中心城
区全域协同防控？为什么要坚持中心城
区全域协同防控？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落实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
十条措施，11月12日，在市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市委书记陈敏尔强
调，要坚定信心、下定决心，坚持以快制
快，统筹全市面上疫情防控，突出抓好中
心城区防控工作，加强协同作战，做到

“点线面”协同、区域协同、政策措施动态
协同，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一
鼓作气推动社会面清零，全力守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1月13日，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对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调度部署，强调要更加扎实地抓好中
心城区协同防控，树牢一盘棋思想，减少
人员流动，严控人员聚集，让社会面更有
效地静下来，让防控力量更高效地动起
来。

11月14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在中
心城区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和群众生活服
务保障工作时再次强调，要强化中心城
区全域协同防控，做到“点线面”协同、区
域协同、政策措施动态协同。

11月12日，在市政府新闻办第137
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
书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杨琳对此作了
介绍。他说，市委、市政府提出打好打赢

中心城区疫情歼灭战，全力实现社会面
感染者增长势头得到遏制，逐步下降，直
至清零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十
分艰巨。”杨琳说，所以市委、市政府就提
出了“三个协同”，即坚持“点线面”协同，
坚持中心各区的区域协同，坚持政策措
施的动态协同。

“点线面”协同中，“点”就是要迅速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住各区点上的疫情，
不让它扩大。“线”就是要切断传播链条，
不让它外溢出去，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
既要防止在本区扩散，也要防止外溢到
区外，从而导致面上的疫情。

“重庆中心城区是一个相互关联、密
不可分的整体，生产生活交往十分频繁、
十分密切，各区之间的协同所以就至关
重要，否则就会顾此失彼，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在这当中一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
区之间要建立协作互助的工作机制，互
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强化信息
沟通。比如我们在一个区发现混管阳性
人员的信息，如果是另外一个区的，马上
要及时推送相关区协查，第一时间找到
人、管住人，同时反馈。”杨琳说，另外强
化资源互助，比如各区的隔离资源，还有
核酸检测能力都不均衡，都需要彼此伸

出援手。如果不坚持区域协同，整个中
心城区疫情防控就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打好打赢。

政策措施的动态协同，就是按照中
央的“二十条措施”，结合重庆的实际，坚
持以快制快，该封的要封，减少流动性，
该解的要解，按照有关政策，以社区为单
元，连续几天筛查，如果这个社区全都是
阴性，那么该解就解，进行动态调整、动
态协同。而且要实现快封快解，因时因
势灵活调整，更加科学、更加有效、更加
精准。

11月以来，我市突发规模性疫情累
计报告新增感染者已经超过8000例，其
中11月13日新增2297例，从11月11日
单日新增上千例到破两千例仅用了两天
时间。市级专家研判认为，当前我市疫
情仍处在快速发展期，发展趋势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波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
多、防控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是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我市面临的最严峻疫情形势。

因此，这个时候决不能松劲，也决
不能后退。李畔说，“我们将始终坚定
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不
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不折
不扣推动‘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地见效，
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
断的措施，集中力量打好这场疫情歼灭
战，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点线面”协同 区域协同 政策措施动态协同
——重庆坚持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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