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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什么是“社会面清零”
近期，大家都很关注“社会面清零”这个话题。

“社会面清零”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社会面清零是否等同于解封？

(制图 钊铭)

11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优化调整新冠疫情
防控措施。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对第九版防控方案的
完善，不是放松防控，更不是放开、“躺
平”，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
性、精准性，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发布会上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常继乐
对大家特别关注的几条措施，做了详细
解释。

为什么密切接触者管控措施调整为
“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

随着病毒变异，其潜伏期逐渐缩短，
在5天内发现阳性的概率很高。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集
中隔离时间由 7 天改成 5 天预计可节省
大量隔离资源（约30%）。

考虑到奥密克戎最长潜伏期为8天，
5天集中隔离结束后实施3天居家隔离能
最大限度管控住风险。

为什么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评估显示，密接的密接人群规模大，

但感染风险极低，阳性检出率仅为3.1/10

万。通过及时判定并管控密切接触者，就
能降低密接的密接转阳的风险。因为极
低的阳性概率造成大量人员被管控，两害
相权取其轻，故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为什么取消中风险区判定？
评估显示，中风险区阳性检出率低，

仅为3/10万。但中风险区划定后，导致
大量人员被管控，出行和流动受到限制，
同时消耗了大量基层工作人力。因此取
消中风险区判定。

为什么高风险区外溢人员管控措施
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评估显示，高风险区外溢人员阳性
检出率为4.9/10万，均在风险区域划定后
7 天内检出。高风险区阳性人员外溢主
要与风险区划定不及时、范围不准确、协
查不及时有关，发生疫情的地方要第一
时间精准划定高风险区并对社会公布。

为什么对结束闭环作业的高风险岗
位从业人员管控措施调整为“5天居家健
康监测”？

评估显示，解除闭环管理的高风险
岗位从业人员感染风险极低，阳性检出
率为1.6/10万。通过闭环和居家健康监
测期间规范开展核酸检测，可以及时发
现感染者。

为何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取消中风险区判定
国家卫健委：优化调整

能够明显缓解各地疫情处
置中的一些瓶颈和障碍。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
海潮表示，不断优化疫情
的防控举措，不是放松疫
情防控工作，而是强调更
加科学精准，强调更加与
时俱进，要根据病毒的演
进变化趋势，还有实际防
控能力的改善和提升，以
及积累的临床治疗的经验
和认识，来优化和调整疫
情防控措施。总的要求就
是，要落实好“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要求，做到既防住疫
情，又尽可能减少对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服务保障
的影响。

结合对第九版防控
方案等政策实施情况的
评估结果，经过专家的深
入研究和论证，提出了二
十条优化完善的政策举
措，优化之后的举措能够

明显缓解各地疫情处置
当中遇到的一些瓶颈和
障碍的问题，比如说隔离
资源相对比较紧张，隔离
房间不足。

另外，流调方面压力
非常大，流调的人员也相
对不足。比如说，这次取
消了对于密接的密接的
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更好地集中流行病学
调查人员的精力和时间，
来把风险地区和密接人
员的有关调查和风险管
控的工作做得更好，能够
用更小的代价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把疫情控制在
最小的范围，平衡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
间的关系。

所以这样的调整和优
化，是要更加精准科学地
做好疫情防控和处置工
作。

（央视新闻 健康中
国 人民日报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