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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召开第11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杭州 4 月 25 日讯 （记者
郑文） 4 月 25 日，浙江省召开第 115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省卫生健康委、省交通运输厅、杭
州市卫生健康委等单位负责人介绍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当
前，我省疫情总体趋于平稳，多数地
区报告新增本土感染者数量呈下降
趋势，在落实“四早”、加强风险排查
和日常管控的前提下，社会面风险总
体可控。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潜
伏期短、隐匿性强，跨省份、跨地区交
叉输入风险持续存在；省外周边城市
新增阳性感染者总量仍高位波动，我
省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完善疫情
防控策略，发现一起，迅速扑灭一起，
严防疫情扩散蔓延，努力用最短时间
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

早发现、快处置。我省围绕高速

公路服务区、国省道沿途村庄、批发市
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压实物流车
辆“货畅通+人闭环”管理，强化哨点
监测，加密检测频次，确保应检尽检。
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要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响应并划定“三区”，紧抓黄金
24 小时，迅速开展流调追踪，扩大核
酸筛查面，第一时间管控住风险。

强化“三区”管控。我省要求各地
加强形势研判，根据排查情况及时调
整措施，筛尽查清潜在感染者并管控
到位，确保所有风险都封控在“三区”
之内。公众应继续支持配合“三区”防
控措施，封控区人员足不出户，管控区
只进不出、人不出区，防范区非必要不
离区、严格限制人群聚集，严防继发传
播。所在地区要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及
时调整“三区”范围，做好生产生活物
资供应，畅通应急就医渠道，特别是要
关注好、安排好独居老人和困难群众
等特殊需要，发挥党员干部和志愿者
的作用，排忧解难，兜牢底线。

严防疫情“放大器”。对社区商
铺、大型商场、餐饮店、农贸市场、洗
浴中心、棋牌室等人员聚集和流动场
所，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社区、村、
市场等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强
化健康码、行程卡核查联动，加强从
业人员日常健康监测并加密核酸检
测频次，避免成为疫情传播的“放大
器”。村、社区、单位要继续守好小
门，企事业单位和平台要落实主体责
任，针对公司业务员、快递员、营销
员、网约车司机、水电工人等活动范
围广、接触人员多的风险点，加强人
员出行报备管理和日常健康监测，及
时组织核酸检测，及时排查管控对
象，争创“无疫单元”。

记者了解到，我省将继续做好支
援上海抗疫保供工作。截至 4 月 24
日，我省援沪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患者
14021 例，赴沪累计核酸采样 2000
多万人次，并已进驻当地医院开展急
危重症病例收治工作。应上海方面

要求，我省将增派医技人员赴方舱医
院开展 B 超、检验等工作。同时，我
省闭环接收上海转运人员，已累计接
收35801人。

针对杭州市拱墅区“4·19”疫
情，拱墅、临平、余杭、上城等涉疫区
域开展了多轮“三区”核酸筛查，并对
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开展了区域核酸
筛查。杭州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杭州市将根据疫情
形势变化，持续优化核酸检测策略，
科学规范开展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
核酸筛查，在“三区”划定后连续3天
开展核酸筛查，并根据核酸检测情
况，适时调整“三区”范围和核酸检测
频次。同时，进一步深化“无疫单元”
建设，通过增设采样点，挖掘采样力
量，提升检测能力，逐步达到两天能
够覆盖全体市民的核酸检测需求，为
市民常态化核酸检测提供便利，实现
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应检必检、社会
面愿检尽检。

我省疫情总体趋于平稳我省疫情总体趋于平稳
本报杭州4月25日讯（记者

郑文） 4 月 25 日，记者从浙江
省第 115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
全省主干道无路网阻断情况，路
网运行总体平稳。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高速公路通行顺
畅，我省排查梳理全省防疫检
查站，严格防疫检查点设置，坚
决杜绝层层设卡、重复检查，坚
决防止出现大面积拥堵、长时
间等候等问题。截至 4 月 24
日，512 个高速公路收费站、90
对服务区除 3 对因施工关闭外，
其余全部开通。全省高速公路
服务区共设置 77 个核酸检测
点，落实“即采即走即追”闭环
管理，对符合要求的予以通行
便利，如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立
即实施动态追踪机制，并启动
应急处置流程。

在 重 点 物 资 运 输 保 障 方
面 ，我 省 充 分 发 挥 区 域 协 调
机 制 作 用 ，在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的 前 提 下 ，以 保 障 生 活 必 需
品和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为重
点 ，启 用 全 国 统 一 的 重 点 物
资 运 输 通 行 证 。 截 至 目 前 ，
累计发放通行证 1.3 万张，保
障宁波舟山港集卡通行 22 万
辆 次 ，保 障 上 海 港 集 卡 通 行
3.3 万辆次。

此外，我省督促指导各地
设置了94个货车司机防疫服务
站，基本实现了全省县（市、区）
全覆盖，并已全部启用，为司机
提供抗原和核酸检测、停车、住
宿、餐饮等一站式服务。省交
通运输厅还出台了免费核酸检
测、延长证件期限、畅通咨询求
助渠道等 11 条暖心举措，进一
步 加 大 关 心 关 爱 货 车 司 机
力度。

货车司机防疫服务站
基本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本报杭州4月25日讯（记者 郑文
通讯员 江歆） 记者从浙江省疾控中
心获悉，截至 4 月 24 日，全省新冠病
毒疫苗已累计接种1.73亿剂次，覆盖
6640 万人，其中完成全程免疫 6490
万人，完成加强免疫4020万人。

“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非
常必要，并且在完成基础免疫的基
础上，要及时进行加强免疫。”省疾
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吕华坤所长提
醒，60 岁以上老年人群感染后发生
重症和死亡风险较高，更需要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研究表明，老年人
加强免疫后中和抗体快速上升，且
免疫持久性更好；在安全性方面，老
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不良反应
报告发生率则更低于其他年龄段人
群，主要为发热、局部红肿等一般反
应，以及过敏性皮疹等异常反应。
对于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病情
控制稳定且不在急性发作期是可以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如果不确定
自己是否适合接种，必要时可以咨
询临床医生或者接种医生。

全省新冠病毒疫苗累计接种1.73亿剂次

本报讯 （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宋依依 钱金婧） 4 月 25 日，像往常
一样吃过特效药，住在绍兴诸暨市枫
桥镇的裘阿姨感慨道：“多亏了浙江
上海两地公安、邮政部门，不然这药
可就续不上了。”

原来，两位六旬老人都是上海
人，目前在诸暨养老。前两年，裘阿
姨罹患癌症，老伴则是脑梗患者，两
人每天都需要服用特效药，以往全靠
在上海的女儿帮忙配药寄送。可如
今这些救命药，却被疫情阻隔了。眼
看着手头的药吃完了，无奈之下，裘
阿姨向上海警方发出求助：“我和老
伴的身体要吃不消了！”

从上海到诸暨，送药需跨越省际
边界，怎么办？位于浙沪边界的嘉善
县“接棒”了。4 月 22 日 22 时左右，
一条由上海警方发来的紧急求助，通
过嘉善县公安局政治处，最终流转到
了 320 国道嘉善县枫南检查站工作
人员田一鸣的手机上。“一看情况紧
急，我们与嘉善邮政部门连夜制订了
药品转接配送方案。”田一鸣说。

另一头，同步收到上海警方求助
的诸暨市公安局疫情防控中心指挥部
里，一个爱心接力实施联络群迅速成

立，与上海警方、嘉善有关部门联动，
实时沟通“无接触”送药的流程细节。
一套完整的方案就此定下：在落实防
疫要求下，上海警方送药到浙沪边界
卡点，嘉善卡点工作人员接药后消杀，
再由邮政开出特快专列直达诸暨，用
最快的速度把药送到二老手上。

4月23日，接力就此展开。上午
10时40分，一辆上海牌照的警车驶入

320国道嘉善县枫南检查站，身着防护
服的民警将一个袋子放到边界交接点
后上车撤离。等候在远处的枫南检查
站工作人员上前对药品进行消杀静置。

上午11时左右，特效药在沪浙边
界完成交接，“坐”上了前往诸暨的专
车；14时21分，专车到达诸暨，在当地
医护人员手中再次消杀，并交由诸暨
警方；14时45分，诸暨市公安局枫桥

派出所副所长张泽楠已出现在二老家
门前，为等候着的老人递上药品。

“给！已经消毒过了！”接过药
品，裘阿姨感动不已。当时正淅淅沥
沥下着小雨，裘阿姨悄悄将雨伞撑到
了张泽楠那头。15时许，张泽楠收到
了裘阿姨发来的短信：“谢谢张所长，
谢谢所有一路上帮助我们的热心人，
好人一生平安！”

浙沪两地公安、邮政部门“无接触”协作为老人送药——

一则求助开启一场跨省接力

4月23日14时45分，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副所长张泽楠（左）送药上门。

本报杭州 4 月 25 日讯 （记者
张留 共享联盟拱墅站、东新微融站
李雨蓁 廖婷婷 赵寄言）“4 盒阿利
沙坦酯片”“3 盒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
液”“1 个动态心电图仪”⋯⋯4 月 25
日上午，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街道水漾
苑社区社工张向宜，在水印康庭小区
门口把一份配药需求单递给了跑腿
志愿者陈伟玲。

13时08分，买到药的陈伟玲回到
小区门口。接过药后，张向宜顾不上
吃午饭，开始忙着给居民送药。“19栋
有位居民马上要去集中隔离点了，要
赶在这之前，把药送到他手上。”她说。

在水印康庭小区，这样的接力，

每天要上演三四次。作为杭州本轮
疫情中封控体量最大的小区之一，水
印康庭东区、西区加起来有 21 栋共
1600 多户居民。小区被封控后，求
医问药的“刚需”如何解决？一张配
药需求单，串起一条服务链。

“谁需要药物，需要什么药物，什
么时候需要，都记录在单子上。”张向
宜说，疫情发生后，拱墅区专门下发
文件，要求各个社区把群众需求都理
出来，形成一份保供互助清单。水印
康庭小区划入封控区当晚，她连夜制
作了一张配药需求表，包括姓名、地
址、需求、对接人等信息，专门收集居
民的医疗需求。

住在水印康庭小区 7 栋的黄家
骥，需要定期服用一款降血压药，家里
的药快用完了。张向宜把这个需求备
注了“加急”，几经周转，联系了7家医
院，终于买到药物，当天送上了门。

收集、采购、配送，需求单快速运
转背后，其实是一场大接力。来自三
塘苑社区的陈伟玲，专门负责在社区
外帮忙跑腿。每天，她拿到需求单
后，都会骑上电动车去大大小小的医
院配药，再送到小区门口。

有的居民配药，还需要线上问诊
答疑。这个“接力棒”，由东新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陈雁和潘淑兰接了
过来。

“有一名大伯，需要 3 种高血压
药、4种糖尿病药、1种甲状腺药，用法
用量都要详细交代。”记者联系上陈雁
时，电话里一直传来急促的电话铃
声。还没说上两句，她就急匆匆挂断
了电话：“居民的电话进来了，不多说
了⋯⋯”

孕妇和特殊病患等，还有外出产
检、血透等医疗需求。这些需求收集
后会通过社工立即发送到拱墅区卫
健局组建的转运群，由医疗救助组进
行“一对一”对接和服务。

25日凌晨开始，拱墅各个街道新
设了医疗服务咨询专线。更多资源
和力量加入了这场接力跑。

拱墅封控区内，居民求医问药的“刚需”如何解决？

一张需求单，串起服务链

本报杭州4月25日讯（记者
陈宁） 4月25日，《天目全球抗疫
排行榜》第37期发布。榜单前三
名依旧是中国、日本、阿联酋。韩
国排名继续下行，跌出前 10 位，
美国排名下降1位，位列第24。

根据本期榜单数据显示，有
9个国家（地区）“过去一个月新增
病例”数超过100万，其中韩国最
多，为 507.9 万，其次是德国和法
国，分别为458.4万和361.1万。

近一段时间，国内疫情受到
各地区之间交叉输入影响明显，
情况复杂，各地动态清零任务十
分艰巨。纵观最近几期榜单，中
国总得分有一定起伏。本期榜单
中国以 85.9 分排在第一位，得分

较上一期略有回升。
从榜单的数据分析来看，影

响中国得分的最主要因素是“近一
个月病例致死率”。2月9日，香港
开始报告第五波疫情的死亡病例，
之后进入3月底，上海疫情开始处
于高位，但上海的轻症、无症状感
染者多，死亡病例远低于香港。目
前，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缓和。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
然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新冠大流行继续
构成国际关注的
公共卫生事件，
并强调了维持公
共卫生和社会措
施的重要性。

《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第37期发布

新冠疫情多点散发还在持续

扫一扫 看榜单

暖心服务

连日来，面对新一轮疫情，杭
州强化党建引领，市区街社四级
联动，平战转换快速响应。党员
干部坚守“三区”卡口、国道专班、
转运专班、采样专班、暖心专班、
劝导专班等工作组，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平时服务治理、战时快速响
应。在一个个检测点、一幢幢楼
宇、一个个小区，医护人员、公安
民警、专职社工、楼道长、志愿者
等齐聚党旗下，下沉疫情防控“最
小单元”，筑起抗疫坚强堡垒。

检测点上有先锋

“非必要不出小区，做完核酸
出具核酸采样通行证才可以出
行。”4 月 25 日早 7 时，拱墅区上
塘街道春秋华庭小区东门，身穿
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王建琴拦住
了一位正要外出的居民。

这些天，王建琴很忙：早上 6
时，在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下午
4 时，在小区阅览室、老人活动室
等公共活动空间巡逻；傍晚，在小
区门口值守，排查出入人员。像
她一样，多位党员群众主动参与
志愿服务，小区志愿者队伍越来
越壮大。

“请还没做核酸的居民抓紧
时间下楼！”拱墅区康桥街道尚合
府小区 8 幢，一早又响起祝国娟
的声音。退休党员祝国娟此前就
是小区志愿服务队的一员，这次
她主动加入核酸检测先锋队，成
了“扫楼员”。“明天做核酸还是老
时间老地点，别忘记！”即便建有
楼里居民的微信群，祝国娟还是
习惯和另一位党员王富强一起挨
家敲门告知，“用笨办法再说一
遍，确保没遗漏”。

杭州在每个住宅小区的核酸
检测点成立1支核酸检测先锋队，
设立1个党员先锋岗，由在职党员
担任“点长”统筹，配备10名党员
干部、N 名医护人员，组成“1+

10+N”的党员突击队，做好核酸
检测服务，持续做好动员扫楼。

拱墅区半山街道杭钢北苑小
区，封控范围广且老年人多。区文
广旅体局下沉机关党员干部刘海
富主动请缨，加入北苑核酸检测先

锋队成为“点长”，并建起微信群召
集30名党员志愿者共同参与。“我
们在职党员 1 人带着两名医护人
员上楼，发挥熟人效应，减轻社区
的上门压力。这几天完成上门检
测超500次。”刘海富说。

隔离不隔爱

杭州在隔离点及时成立临时
党组织，组建隔离点工作专班，做
好相关服务。

“前几天，酒店里有201人同
日解除隔离，一下子腾出两百多个
房间，打扫难度非常大。”上城区四
季青街道一级调研员郑求斌说。

四季青街道按照区里统一调
度驻守华侨饭店隔离点以来，迅
速成立临时党支部，驻点街道党
员干部、医护人员、公安干警、志
愿者等 15 名工作人员 24 小时坚
守。“我们通过五色图一览表，一
人一清单，详细了解隔离人员的
信息，每天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
为他们答疑解惑、心理疏导。”隔
离点的数据员沈鹏磊说，“每天平
均每名工作人员要跑二三十趟为
大家配送物资。”

楼道里温暖多

临平区临平街道梅堰社区，
23 名楼道长和 10 名志愿者组成

“代购员”队伍，为38位独居老人
提供代买药品、采购生活必需品
等服务⋯⋯临平区建立起“红色
强基”楼道长队伍，目前，全区已
配备 4246 名楼道长（楼栋长、片
区长）。他们对楼道情况非常了
解，在疫情防控战时情况下，能迅
速落实管控措施，守好楼道“小
门”。

上城区丁兰街道全域启动二
级响应以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
愿者下沉一线，保障各项防疫工
作有序开展。五会港社区组成党
员志愿服务队，为社区老、弱、病、
残、孕等困难特殊群体提供代配
代送等服务。美辰社区依托网格
管理、数据云端等方法，发动党员
志愿者开展服务特殊群体先锋行
动，以网格化管理模式，落实落细
防控“最小单元”⋯⋯

杭州市区街社四级联动，党员干部“疫”线显担当

守护“最小单元”筑牢抗疫堡垒
本报记者 沈 吟 通讯员 程建全

4 月 25 日，结束卡点执勤任务的交警楼琦国回到办公室，摘下口罩的他，脸上出现
了一个边界分明的口罩晒印。

楼琦国是金华交警直属二大队孝顺中队的一位老民警，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58岁
的他选择坚守一线。设置在金港大道后祖村的暖心服务点人流车流量大。楼琦国从4月
15日接到值守任务后，便一直“钉”在卡点上进行车辆信息登记、检查核酸报告等工作。

10天的站岗执勤，让楼琦国的皮肤晒脱皮，口罩在他脸上留下了明显的晒印。
本报记者 叶梦婷 共享联盟金华交警微融站 朱珊 文/摄

“钉”在卡点上10天 口罩“印”在了脸上

浙 江 疫 情
防 控 信 息 汇 总

（4月25日） 扫一扫 看疫情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