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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宏）11 月 25 日，区
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
重庆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的要
求，学习传达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调度会议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疫
情防控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疫情防控
联系督导组组长陈元春，督导组成员王
军到会指导。区委书记王俊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黄祖英，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彭烨，区委副书记徐永德，区
委常委出席。有关区领导列席。

会议指出，当前，我区疫情形势依然
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最吃劲、
最关键的阶段。全区上下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第
九版、落实二十条，深入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控工作部
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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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形势研判、明确攻坚目标，做到心中

有数、手中有策、肩上有责，以更加有力
有效措施，刻不容缓、以快制快，全力以
赴推进社会面清零，坚决打好打赢疫情
歼灭战。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继续加强追
阳找阳转运工作，优化核酸检测策略，提
升流调溯源质效，确保转运安全高效，快
速阻断病毒传播链条。要盯紧重点场所
和重点人群，加强养老院等场所管理，动
态更新重点人群、特殊需求两张清单，摸
清底数，建立台账，做好老弱病残孕等特
殊群体服务保障，畅通紧急就医绿色通

道。要加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指导服
务，督促企业和施工单位落实好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确保工厂、工地等闭环运
行。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重点
人员、风险暴露人员个人防护。各级各部
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领导亲自
部署、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
前、下沉一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环节
工作，确保阻断社会面传播、遏制疫情蔓
延。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
各镇街设分会场。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刻不容缓 以快制快
全力以赴推进社会面清零

陈元春到会指导 王俊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齐宏）11 月 26 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黄祖英主持召开全区疫情
防控工作调度会，分析研究目前疫情防控
形势，进一步安排部署全区疫情防控工
作。

区领导刘永、钟伟、苟鹏、章榕、梅玉
军、马强、向红、杨辉、李纲、陈政、廖瑾出

席。
黄祖英指出，当前，我区疫情处于波

动平台期，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决不
能麻痹大意。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中心城区
全域协同防控工作部署，坚定信心、攻坚

克难，继续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黄祖英强调，要切实提高核酸检
测、流调溯源、追阳找阳、隔离转运质
效，确保各环节工作无缝衔接、全面提
速，将疫情围住捞干扑灭。要落实工地、
商超、养老院等重点场所闭环管理，落

细防控措施，防止出现新的病毒传播链
条。要快划严管高风险区，持续做好服
务保障，不断缩小疫情包围圈。要进一
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扁平化调度指
挥，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不断巩固
和扩大防控成果。

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黄祖英在全区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上强调

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本报讯（记者 齐宏）连
日来，区委书记王俊带队前往
童家溪镇、金刀峡镇、天生街
道、北温泉街道等镇街调研督
导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
施，抓紧抓实“一管两保”等各
项工作，推动社会面尽快实现
清零。

区领导徐永德、章榕、邓
美涛、梅玉军、马强、李艳阳分
别参加有关活动。

在天生农贸市场，王俊现
场查看市场入口测温、验码及
从业人员规范佩戴口罩等措
施执行情况。他强调，要进一
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加强
农贸市场秩序管理，督促经营
场所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确保安全、规范、有序经营。要
全力做好群众基本生活物资
保障，千方百计打通物资配送

“最后一米”，确保群众生活必
需品正常供应、价格稳定。

在北碚区方舱医院、党校
隔离点，王俊详细了解收治能
力、配套设施、人员配备等情
况。他指出，方舱医院和集中
隔离点是切断病毒传播链条、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提升应急
处置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要完善管理体系，切实提升科
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做好核酸检测、消毒消杀、污废收集处置、
患者救治、转进转出等工作，强化闭环管理，确保安全运行。要精
细化做好服务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性化服务，为高效转运收
治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挖潜扩容，储备好房间、人员和物资，
最大限度满足疫情防控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在相关镇街疫情防控指挥部，王俊听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汇
报，详细询问高风险区物资保供、公共区域消杀等情况。他强调，
要管住高风险区，科学精准划定风险区域，落实“足不出户、上门
服务”，做到看住门、管住人，确保管控到位，杜绝风险外溢。王俊
还看望慰问了一线工作人员，叮嘱他们要做好个人防护。他强调，
一线工作人员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关心关爱，严格落
实闭环措施，避免交叉感染，确保一线工作人员始终以良好的状
态完成好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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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李珩）高风险区
和低风险区是怎么划定的？有阳性就是高
风险区吗？11月27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第151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针对网友提问，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
应。

问：高风险区和低风险区是怎么划定
的？

答：高风险区主要是发生疫情后，对
感染者所在的场所、区域中有一定传播风
险的地方划成高风险区。

目前，重庆原则上是以检出阳性感染
者所在的楼栋或者单元为单位划定高风
险区，但也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判断有没
有社区传播风险。如果没有传播风险，做好
消毒就可以了，不用划高风险区。但是如果
存在传播风险，而且传播的风险不明确，也
就是有社区传播，甚至更广泛社区传播的
情况下，就会适度扩大高风险区的划定范
围。

高风险区适度扩大，是以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为基础，以感染者的轨迹为指引，进
行综合研判，结合当时的地容地貌、楼栋分
布、单体楼还是居民小区等情况来划定范

围。高风险区的划定有一定的专业性，一般
由疾控专业人员和当地的社区、街道一起
现场进行流调、综合研判之后划定。

高风险区划定了以后就要进行相应
管控，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第1、2、3、5
天要做核酸，连续5天没有检出新的阳性
感染者就会降为低风险区，再3天没阳性
感染者就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判。

重庆作为直辖市，一般以街道为单
位，一个街道有了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以外
的都是低风险区，高风险区没有了，低风险
区就自然解除了。

对较大的高风险区，比如这个小区有
5个楼栋，其中有4个楼栋连续5天都没有
阳性检出，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判。如果
符合条件，这4个楼栋可以降为低风险区，
有阳性出现的楼栋继续按照高风险区进
行管理。

问：11月就达到退休年龄，但线下办
理社保已经停了，线上也办不了，怎么办？

答：目前我市社会保险系统正在停机
进行升级，可以在12月2日系统升级完成
后通过“重庆人社”手机App提出退休申
请。同时，也可以在恢复正常办公秩序以后
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办理。因
为疫情原因延迟办理退休的，社保经办机
构将按照规定进行补发。

问：外地回渝政策是怎样的？
答：第一，入渝即检。到重庆后就要做

一次核酸检测，在车站码头要扫描社区二
维码，然后就地采样核酸检测，即采即走即
追。社区也会要求报备，执行“落地即检”。

第二，在扫码验证时，发现是来自于
重庆市外的高风险区，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要执行7天居家隔离，不具备居家隔离条
件的要实行集中隔离。

第三，对来自有本土病例的地市，有
高风险区的地市，重庆实行的是“3 天 2
检”，间隔24小时做第二次核酸，来的时候
做一次核酸，24小时以后再做一次，两次
是阴性就没问题了。在第二次结果出来之
前原则上居家，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聚
餐、不去密闭的公共场所。

第四，市疫情防控组会密切关注国内
其他地区的疫情，对疫情严重或者是有广
泛社区传播风险、链条不清的地区，会进行
综合研判，提出相应的防控措施。

问：英语四、六级考试可以正常进行
吗？

答：目前关于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没
有作出新的调整，大家可以关注重庆市教
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信息。

（原载2022 年 11 月 28 日《重庆日报》
2版）

高风险区和低风险区是怎么划定的？

回 应 关 切

本报讯（记者 霍吕）近
日，记者从区卫生健康委获悉，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四川省绵
阳市、巴中市和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复星
医疗集团派遣 5 支医疗队伍、
469 名医护人员支援我区。连
日来，在区卫生健康委的统筹
安排下，这些医护人员被充实
到核酸采样、核酸样本检测等
岗位，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坚
决打赢疫情歼灭战。

11月26日，在蔡家森林中
央公园，一台移动检测舱格外
显眼，舱内 5 名来自四川省绵
阳市的医护人员正紧张有序进
行核酸样本检测。绵阳市支援
北碚医疗队领队李祎晟介绍，
当前北碚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绵阳市从 3 家医院紧急抽
调1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碚，在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和蔡家森
林中央公园开展核酸样本检
测。11 月 13 日抵碚至今，已累
计检测核酸样本30余万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大背景下，绵阳市和北碚区
在多领域深入合作，支援北碚
疫情防控，绵阳义不容辞。”李
祎晟说，下一步，医疗队将继续
做好核酸样本检测工作，确保
出具的每一份核酸检测报告及
时准确。

11 月 15 日、16 日，四川省
巴中市援碚医疗队分两批先后
抵达北碚。负责带队的巴中市
卫生健康委规划财务科科长李
昶介绍，医疗队共有102人，均
是来自巴中市相关医院的医护
人员，因医护工作经验丰富，在
碚期间，大家主要负责高风险
区核酸采样工作。

“川渝一家亲，收到组建医
疗队的通知后，院里的医护人
员主动请战，大家都希望到疫
情形势严峻的地方贡献力量。”
巴中市恩阳区人民医院体检中

心主任马容华说，救死扶伤是
医务工作者的本职工作，特别
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
候，我们更应义无反顾、不负重
托，全力完成此次支援任务。

11月14日下午，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护
士张利，带领一支由近50名重
庆医科大学研究生组成的志愿
者队伍来到北碚。15 日凌晨，
张利接到区卫生健康委派发的
首次任务。当天清晨，张利将志
愿者们安排至我区部分镇街的
核酸采样点。

张利告诉记者，每次任务
前，她都会提前了解各采样点
的具体情况，并来到采样点现
场实地指导，检查大家防护服
穿戴是否正确，确认口罩气密
性是否良好，督促大家在保护
好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出色地完
成采样任务。“此次重医大来到
北碚的还有另外 2 支医疗队
伍，作为重医人，守护重庆人民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张
利说。

“虽然我只是一名学生，但
我很希望能为重庆的疫情防控
作点贡献。”在朝阳街道新房子
社区，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专业大一学生陈燕完成一
天的核酸采样后说，她从16日
来到北碚并经过核酸采样业务
培训后，立马投入岗位实践中，
约10天的时间里，她每天工作
六七个小时，积累了很多工作
经验。

据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带队教师代晓颖介绍，该校此
次共派出 104 名师生支援北
碚，包括 100 名护理专业学生
和 4 名带队教师，主要负责核
酸采样工作，每天采样约 5 万
人次。“学生们都表现得很优
秀，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医者的
初心和使命。”代晓颖说。

5支医疗队伍、469名医护人员
支援我区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熊辉 通讯员 袁雨宸 王青锋 冯飞翔

抗疫进行时

连日来，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农产品销售困难：村里
销不出去，城里购不进来。

面对这一问题，西山坪村“三个书记”紧锣密鼓开始“帮
销保供”行动，稳住村民的“钱袋子”、保住居民的“菜篮子”。

一场帮助西山坪菜农“抢救”滞销蔬菜的行动正在展
开——

“质检”怎么完成？
走村入户收购 确保蔬菜质量

初冬的西山坪，绿油油的豌豆尖生机盎然，长势喜人。

10 亩地的豌豆尖，这是菜农曾义一年的期盼，
眼瞅着地里的菜越长越盛，他却着了急。“囊个办
嘛，这个菜等不了。”豌豆尖是川渝人的冬季最爱，
市场价可收到 4-7 元不等，眼下正是销售的好季
节。

曾义告诉记者，他田里的蔬菜都是纯绿色无公
害，种植过程中从没打过农药，可谓质量上乘。但
想在疫情期间销往市场，还得经过村里的“质检”。

11 月 22 日，西山坪村“三个书记”起了个大早，
根据村民小组长统计的种植户清单，挨家挨户、深
入田间地头查看蔬菜生长情况，明确交付标准。

“这个菜长得不错诶，嫩得很。”不出所料，曾义
的蔬菜得到一致认可。跟曾义的豌豆尖一样，村里
现下盛产的萝卜、黄金针菇、莴笋等都经受住了检
验，剔除部分发黄变老的残次品，大部分都符合交
付条件。

“不止蔬菜，村里的甜橙、447 广柑、秤砣柑等水果
和土鸡、土鸭、猪肉，只要市民有需求，我们都可以配
送。”据西山坪村第一书记冯飞翔介绍，为了保证质量，
动物防疫检疫站的工作人员届时会进行质检，确保市民

“吃得放心”。

销路如何打通？
搭建网络平台 收集销售订单

菜是好菜，怎么售卖？这时候，拥有新媒体运营经验
的“三个书记”，想到了线上销售的方式。

“老城、城北、城南我们都可以配送。”“有2种蔬菜
包，大家按需接龙。”……11月21日下午16时，在经过了

“三个书记”激烈讨论和细致谋划后，“西山坪生鲜”微信
群正式上线。

（下转２版）

西山坪村：“滞销”蔬菜“直销”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