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疫 情
防 控 信 息 汇 总

（5月8日） 扫一扫 看疫情通报

编者按：面对疫情，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闻令而动、挺
身而出，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日前在全省开展“浙江好人·‘疫’线面孔”身边好人
专题选树，共有 60 例入选。本报今起推出《最美浙江人·“疫”线面孔》栏
目，展示身边先进事迹，致敬身边抗疫好人。

最美浙江人·“疫”线面孔
近期疫情多点多发，杭州“疾

控人”的生活就像被按下了“快进
键”。

报告时效性越强、分析越准
确，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性就越
强。为加快防控速度，作为杭州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分析组组
长、传染病防制所主管医师，王哲
一天需实时出具多份疫情分析报
告，休息时间被一再压缩，“清晨 5
点开始，经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
三点”。

“临平马高仓库‘三区’划定
后，重点人员集中转运，最后病例
无一例外溢，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
制。”王哲介绍，“三区”范围关系着
疫情外溢风险，而疫情走势、拐点
出现时间、预计感染人数、预计社
会面清零时间以及后续风险点等
市民广泛关注的内容，则需要依靠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并开展科学研
判。

近期，在省内尤其是杭州市的
几起本土较大规模疫情防控中，王
哲带领杭州市疾控中心疫情分析

组汇集多方数据，根据专业知识准
确计算实时再生数 Rt。当该数值
大于 1 时，表明疫情仍存在后续传
播风险；小于1，则表明疫情将逐步
受控，为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实
施每一项防控措施提供科学的数
据支撑。

对于工作，王哲调侃自己“像
个幕后军师”。一般情况下，他和
同事习惯将自己“隐藏”在数据背
后，将各方数据汇总后进行分析，
研判疫情走势并提出下一步工作
建议，让数据“说话”。这一过程并
无惊心动魄，更多的是静下心来，
抽丝剥茧发现病例之间的联系，对
整个疫情的走势进行研判，“找到

风险，控制疫情”。
在这一领域，90后的王哲在年

龄上是个“新人”，经历上却是个
“老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王哲
一直奋战在防疫一线，并在 2021
年被选为国家流调专家队中的一
员，援助抗疫工作至今已累计超过
140 天。石家庄、广州、天津等地
都出现在王哲的行程卡上，成为他
防疫行程中的站点。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王哲说：
“全国的疾控人都是如此，没什么
特别的。”比起这些，王哲更关注手
中的疫情数据。

多次的疫情处置经历，让王哲

对数据分析和疫情研判的认识更
深了。“以前做疫情分析，更多是为
了研判疫情的形势和风险点。而
深入总结分析多次疫情的特点，却
能为下一起可能出现的疫情提供
防控指导，为全国的防疫策略提供
科学依据。”王哲说。

为此，王哲的疫情分析报告更
详细了，不仅增加了各类病例关联
图、传播关系图，还多了流行病学
参数等专业数据。地铁、公交这类
密闭空间，是否为传播高风险区
域？擦肩而过的人员，算不算密接
人员？“三区”内划分，如何更加精
准？面对防疫过程中层出不穷的
问题，王哲“沉入”浩瀚的疫情数据
中寻找答案。

如今，每天的数据分析仍在进
行。王哲带领疫情分析组成员每
日收集全国各地的疫情数据，形成
每日疫情动态，为杭州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提供数据支撑，实时优化防
控策略，同时对之前的疫情开展复
盘 分 析 ，寻 找 更 为 有 效 的 防 控
途径。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主管医师王哲——

疫情背后的“数据捕手”
本报记者 徐子渊 王璐怡 通讯员 严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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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5月8日讯（记者 陈宁）
5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
瘤研究所（下称“中科院医学所”）三
周年学术报告会在杭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目前，中科院医学所已成
功引进多个院士团队及国家级和省
级高层次人才 60 余人，为我省打造
生命健康科创高地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三年来，中科院医学所通过有组
织的攻关式研发，形成了卵巢癌、胃
癌、分子诊断、mRNA 疫苗、胸部肿
瘤、核酸适体六大科研方向。疫情期
间，中科院医学所成功研发新冠快速
核酸诊断 POCT 产品；正在研发的
mRNA 疫苗已成功获得四项国家专

利。去年，中科院医学所新获批国家
科研项目 30 余项，其中获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合成生物学”专项2项，
并建成我省首个重离子研发中心、上
消化道诊治技术研究中心、核酸适体
与临床诊治重点实验室等重量级的
研发平台。

据悉，会上成立了国家级分子医
学专业委员会，同时一批重大科创和
人才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此前，中科
院医学所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澳门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名校
开展研究生联培工作。下一步，中科
院医学所将发挥既有优势，加快朝着
医学高峰迈进，围绕健康中国需求开
展前沿探索。

中科院医学所助力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中科院医学所助力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范 记者
施力维） 5 月 7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
获悉，我省正部署推进全省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工作。

各地各部门以《中国反对拐卖
人 口 行 动 计 划（2021—2030 年）》
和我省实施细则作为反拐工作的
行动纲领，深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专项行动。我省还将健
全完善预防拐卖人口犯罪机制，树
立“打防治并举”理念，抓住数字化
改革契机，坚持关口前移，推进整
体智治。切实加强被拐解救人员
救助、安置、康复、回归工作，完善

政府多部门合作、社会广泛参与的
被拐卖受害人救助、安置和康复工
作机制。采用“传统+新型”“线下+

线上”的方式，着力营造全社会反
拐的浓厚氛围。

各地各部门将进一步打好反拐
工作整体仗合成仗。压紧压实属地
责任和部门责任，把反拐工作纳入基
层社会治理重点工作，强化人员、经
费保障。强化协作配合，深化协同联
动，实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严格
督导推进，将反拐工作纳入平安考
核，对重点案件和重点地区建立挂牌
督办和警示制度。

进一步打好反拐工作整体仗合成仗

本报讯 （记者 蒋欣如） 5 月 7
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
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浙江省
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
署视频会议，对开展相关执法检查进
行部署。

部署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
例”执法检查，既是配合全国人大
执法监督的重要行动，也是依法推
动 我 省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的 现 实 需
要。乡村振兴是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然要求，本次
执法检查将重点聚焦乡村振兴促
进工作保障措施落实、城乡融合、

乡村产业发展以及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建
设、乡村治理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等情况，推动法律法规实施和纾
困解难政策举措落地有机结合，释
放乡村振兴活力。

6 月至 7 月，执法检查组将赴杭
州、温州、湖州、金华、台州、丽水等 6
个设区市进行检查，并委托其他设区
市进行检查。9 月，省人大常委会会
议将听取和审议相关执法检查情况
报告及省政府相关贯彻执行情况报
告，并于 10 月上旬汇总整理审议意
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

我省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我省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本 报 杭 州 5 月 8 日 讯 （记 者
吴 晔） 8 日上午，以“共同富裕的
理 论 创 新 与 中 国 实 践 ”为 主 题 的
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在
浙江财经大学举行。论坛由浙江
省 社 科 联、孙 冶 方 经 济 科 学 基 金
会和浙江财经大学联合主办。江
小涓、蔡昉、张卓元等 9 位专家分
别 围 绕“ 以 数 字 经 济 促 进 共 享 发
展”“补足现代化短板倒计时”“着
力 完 善 收 入 分 配 制 度 ”“ 乡 村 振
兴：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等主题

作了主旨报告。
中 国 经 济 学 家 高 端 论 坛 从

2017 年开始举办，旨在搭建深入探
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梳
理总结地方改革实践经验的国内高
端学术交流平台。论坛选题聚焦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两会经
济议题，汇聚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梳理经济脉络，剖析现实问题，指明
发展方向，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建言献策，为推动经济学科发展
推陈出新。

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在杭举行

本报杭州5月8日讯（记者 朱承）
记者 8 日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
周，我省需重点关注冷空气和降水天
气造成的影响。

省气象台预计，9 日全省阴有阵
雨，其中浙西南地区部分中雨。受暖
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的共同影响，10 日
起将迎来更大雨势，浙中南地区阴有
中到大雨，浙西南地区局部暴雨，浙北
地区阴有小到中雨。11 日全省均会
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12
日雨带南压，浙中南地区部分中到大
雨。

雨水添凉意。12 日起我省将迎
来较大幅度降温，浙北地区气温率先
下滑，最高气温降至 20℃左右；浙中
北地区降温较缓；浙南地区，从 12 日
后期开始将降温，尤其是14日白天平
均气温会下滑 2℃至 4℃。13 日，浙
江自北而南先后雨渐止，转为阴到多
云的天气，阳光也将重展笑颜。

本 报 杭 州 5 月 8 日 讯 （记 者
王晨辉 通讯员 李伊平 鄢柏林） 5
月 8 日是世界红十字日，当天，在杭
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葵巷社区，红十
字马大嫂爱心帮扶团的42名志愿者
来到社区广场，参加当天的志愿服务
活动。这支组建于2008年的红十字
服务团队，目前共有65名志愿者。

据了解，在小营街道，共有红
十字志愿服务团队 15 支，注册的红
十字志愿者超过 1000 人。而在全
省，目前已有红十字志愿服务团体

近 2000 个 ，注 册 志 愿 者 27.55 万
名，涌现出许多知名度较高的志愿
服务品牌。

为纪念世界红十字日，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省红
十字会发起“为生命救援赋能”等 5
个公益项目，各市、县（市、区）红十字
会也推出相应公益项目。像红十字
马大嫂爱心帮扶团一样，连日来，各
地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纷纷走进社
区、景点、商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弘扬红十字精神。

开展志愿服务 弘扬红十字精神

本 报 杭 州 5 月 8 日 讯 （记 者
周宇晗） 5 月 8 日，由浙江大学共
享与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
办的首届“共享与发展·浙大论坛”
在杭州举行。哥伦比亚大学资深
教授、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国际知
名专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
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首席专家、
学术委副主任刘亭，浙江大学文科
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实等国内专家以“线上+线下”的
形 式 ，共 同 探 讨 共 同 富 裕 基 础 理
论、发 展 路 径 和 政 策 举 措 等 重 大
问题。

专家们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一
个长期过程，要建立健全共同富裕长
效机制。聚焦缩小城乡、区域、收入
三大差距，创新制度政策供给，以“扩
中”“提低”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抓手，
为社会各个群体创造平等的增富创
收机会，真正让共同富裕建设成果惠
及全体人民。

“共享与发展·浙大论坛”召开

本报嘉善 5 月 8 日电 （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宋依依 吴丽丹）

“早餐吃了酸奶、鸡蛋、红豆面包，
美味又营养。”5 月 8 日 6 时许，嘉
善县惠民街道第七网格的网格员
叶田吃完分发到手的早餐，立马投
入到新一天紧张的防疫工作中。
这个清晨，2.2 万余份打包好的早
餐被送到了惠民街道各村社，分发
给没有食堂的企业职工以及一线
防疫工作者。

5 月 7 日 0 时至 24 时，嘉善县
新增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22
例，其中，14 例在隔离点发现，7 例
为社区筛查发现，1 例为居家隔离
发现。疫情发生后，根据国家和省
市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规定，经省市
疫情防控专家研判建议，5 月 8 日
凌晨，嘉善调整管控区、防范区范
围，管控区范围扩大到魏塘街道、
罗星街道、惠民街道除封控区外的
全域。

居家市民的生活物资如何保
障？嘉善连夜启动生活物资省市
县联保联控机制，夜色中，杭州、宁

波、嘉兴市区以及嘉善本地的货源
被调配起来，按照管控区人员测
算，12 万份生活物资包需要迅速
到位。

面对这次供应“数量大、时间
紧”的挑战，嘉善全县各地积极组
织协调，加派人手，全力加快打包
配送进度，一场“保供大战”就此打
响。

驰援，来了！“物资车马上要
到了，大家做好接应准备！”11 时
不到，G60 高速大云出口南卡点，
嘉善县大云司法所所长、卡点副
指挥长唐跃春与 7 名卡点工作人
员已等候多时。来自省市各地的
物资车驶下高速，卡点工作人员
迅速分工合作行动起来，有的核
对登记通行车牌信息，有的检查
驾驶员健康码等防疫信息，有的
引导车辆快速通过“绿色通道”。
一百多辆车，满载打包完成的新
鲜食材顺利抵达后，奔赴嘉善“三
区”。

打包，快了！8 日凌晨，位于
魏塘街道的浙江一里谷农业科技

有 限 公 司 生 鲜 配 送 中 心 灯 火 通
明。快一点，再快一点！作为嘉善
本地的物资保供单位之一，这里的
物资打包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今
天我们要准备至少 2000 份以上的
物资包。”该中心负责人王建说，每
份物资包平均有十个品类，包括黄
瓜、胡萝卜、鸡肉等，荤素搭配，保
质保量。工作人员全面消杀后进
场 ，10 辆 冷 链 运 输 车 随 时 待 命
送货。

“最后一公里”，妥了！中午11
时 30 分，一辆装着 300 份物资包
的 小 货 车 抵 达 魏 塘 街 道 中 寒 圩
村。中寒圩村党总支书记戚卫春
第一时间做出人员安排，“一共

3858 份物资，至少得派出 80 名志
愿者帮助卸货和送货。”说干就干，
社区干部、志愿者、楼道长全体总
动员，一个下午就完成了派送工
作，确保不漏一户。

风味酱鸭、红烧鸡腿、清炒小
青 菜、西 红 柿 炒 鸡 蛋 ⋯⋯8 日 傍
晚，家住罗星街道的市民刘勇在
微信朋友圈晒出了自家的晚餐，
新鲜的食材来自下午他从社区领
到的物资包。同一时间，位于惠
民街道的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收到了 360 份晚餐，员工们吃
上了二荤二素的热乎饭。一名员
工说：“这餐晚饭，既暖了胃，更暖
了心。”

嘉善扩大管控区范围，居家市民生活物资如何保障？

省市县联动，12万份物资包迅速到位

5月8日，游客在杭州西湖边漫步。 拍友 里尔 摄

雨水将 至将 至

本报杭州 5 月 8 日讯 （记者
孙 磊 共 享 联 盟 拱 墅 站 柳 景 春
赵寄言 吴剑明） 5 月 8 日，杭州
市 拱 墅 区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指
挥部宣布，调整东新街道“三区”
范围，即时解除对水漾苑社区香
源 公 寓 小 区 的“ 三 区 ”管 控 措

施。拱墅全区已无“三区”管控
区域。

截至当日 21 时，本轮疫情发
生以来东新街道 1800 多名在外
隔离的居民全部顺利回家，拱墅
全 区 在 外 隔 离 居 民 也 基 本 被
接返。

为了助力复工复产，5 月 8 日
起，《拱墅区高效统筹防疫情稳经
济累进纾困促发展 28 条政策措
施》开始全面推行。记者了解到，
下一阶段，拱墅将按照“第一时
间+顶格优惠”要求，从优从快、用
足用好减免缓缴、减税降费、减本

降负、用工保障、金融支持等各项
举措，并通过“亲清在线”强化惠企
直达。

除了支持工业企业发展，拱墅
还将保障快递、物流企业健康稳
定，推动文旅行业回暖，推进民生
工程，全面助力复工复产。

拱墅全区解除“三区”管控
在外隔离居民基本接返，28条措施助力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