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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要优化防控指

挥体系，完善平战、平急无缝转
换机制，深化疾控体系改革，充
实常态化疾控工作力量。 把加
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摆在关

键位置，强化疫情形势研判和
风险评估，坚持常态监测和应
急监测相结合，把日常监测工
作落实到位，强化数据直报和
综合研判，提升监测灵敏性和
准确性， 完善疫情应急预案，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持续完善
分级诊疗体系，着力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坚持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构建整合型、

智慧化、 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
体系。 做实物资储备制度，强
化实物库存储备，完善应急医
疗物资生产企业名单和物资统

筹调配机制。 做好引导、 做细
工作、做实服务，进一步提高重
点人群疫苗接种率。 加大力度
统筹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攻

关，加快药物、疫苗研发，完善
科研布局、整合科研体系，提升
生命健康科技水平。 持续做好
宣传引导和科普教育， 讲好中
国抗疫故事、上海抗疫故事，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 增强个人防
护意识。

相关市领导出席会议。

陈吉宁在市委外事委会议上强调

更加主动发挥地方外事生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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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胡玉荣） 昨天，2023 年上海交
通工作会议暨交通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召开。 会议明确，今年
将以交通强市建设为统领，坚
持新一轮交通白皮书确定的

政策导向，以落实“十四五”规
划任务为重点，扎实推进本市
交通高质量发展。

会议透露，上海以更加协
调的“软硬并举”，推进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能级提升。 提升国
际海空枢纽能级。 全力打造新
时代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

杆， 推进小洋山北作业区开工
建设，有序推进罗泾港区集装
箱改造、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
程等项目建设。 增强航运服务
功能，做好国际航运公会等国
际组织引进服务工作，创新上
海国际集装箱舱位交易平台

功能。
以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

为重点，有序推进沪苏湖铁路、
沪渝蓉高铁、上海示范区线等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市域铁路
嘉闵线北延伸、金山至平湖线
等项目前期工作。

推进重大规划编制和重大

交通工程项目建设。 开工建设
G15 公路嘉金段改造、 S16 蕴
川高速 、 13 号线东延伸 、 外
环东段改造等项目； 继续推进
机场联络线、 北横通道东段、
G318 公路方厅水院段等项目
建设 ； 建成 G15 嘉浏段扩建
（不含省界桥）、 S3 公路主线、
杨高路改建等项目； 加快推进
19 号线 、 沪松公路快速化 、
外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 南北
通道等一批预备项目前期工

作。
71 路西延伸主线工程完

工，推进北横通道、南北高架等
中运量项目规划建设， 推进骨
干公交通道线网优化。 启动建
设一批“微枢纽”、公交站点品
质提升项目。

实施 100 处道路交通拥堵
点改善工程。 推动高速公路服
务区专项提升， 完成 2 个司机
之家建设。 推动各区打造各具
特色的慢行交通示范区。

民心工程和民生实事方

面，创建 40 个停车治理示范项
目， 开工建设 6000 个公共泊
位， 新增 2000 个错峰共享泊
位。

2023年上海交通工作会议召开

扎实推进交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市委外事工作委

员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 市委
书记、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
任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 ，今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 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统领， 更
加主动发挥地方外事生力军作

用， 全力推动党中央对外决策
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为服

务国家总体外交作出新贡献 ，
在服务上海现代化建设中展现

新作为。
市委副书记、 市长、 市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龚正 ，
市委副书记、 市委外事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诸葛宇杰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 要着眼 “四个

放在”， 胸怀 “国之大者”， 始
终把上海外事工作放到中央对

外工作大局中思考和谋划， 忠
诚拥护 “两个确立 ”， 坚决做
到 “两个维护”， 始终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主动融入国家总体
外交大局， 服务保障好第六届
进博会等重大活动， 扎实做好
国际友城和民间外交工作， 积
极发挥 “一带一路” 建设桥头
堡作用， 更好服务企业 “走出
去”。 加强对外宣传推介 ， 创

新传播方式， 立体式讲好中国
故事 、 上海故事 。 要围绕中
心 、 服务大局 ， 整合各类资
源 ， 更好助力高水平对外开
放， 积极推动高水平人才高地
建设 ， 主动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 ， 吸引更多科学家 、 创业
者、 企业家来到上海、 选择上
海、 投资上海， 帮助外资外企
更好稳定预期、 增强信心、 成
就事业。 要牢固树立党管外事

原则， 切实加强党对外事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 做好统筹协
调， 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上海
外事工作在新征程上开创新局

面。
会议听取 2022 年上海外

事工作情况及 2023 年工作设
想汇报。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

吴清、李仰哲、张为、华源、张亚
宏、肖贵玉等出席会议。

近期，我国防控形势总体
向好，平稳进入“乙类乙管”常
态化防控阶段，各地疫情呈局
部零星散发状态。本轮疫情是
否已经结束？新变异株是否可
能引发新一轮感染高峰？下一
步如何继续健全疫情监测体

系和信息报告制度？围绕公众
关注的热点，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 2 月 23 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作出回应。

本轮疫情基本结束
我国本轮疫情是否已经

结束？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

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

组长梁万年介绍，从公共卫生
的角度看，疫情可按流行强度
分为散发、暴发、流行、大流行
四类。判定是否走出疫情大流
行，主要有疾病感染率、人群
免疫水平、 病毒质变情况、门
急诊的诊疗量和住院及死亡

情况、整体防控能力等五个重
要指标。

梁万年表示，我国经受住
了这一轮疫情的考验，建立了
较好的人群免疫屏障，可以说
本轮疫情基本结束，现在的感
染是处在零星的局部散发状

态。

全力以赴开展救治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

的数据，三年多来，我国新冠
病毒感染者死亡率保持在全

球最低水平。 尤其是 2022 年
11 月以来， 医疗卫生机构围
绕“保健康、防重症”，全力以
赴开展医疗救治。

重点采取了哪些措施？国
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

李大川介绍，一是实施重点人
群分级健康管理。发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作用，对辖区内合

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等高风

险人群实施健康监测 ， 根据
红、黄、绿三个健康风险等级
实施分级健康管理，一旦发生
病情变化及时转诊。

二是迅速扩充医疗资源，
保障救治需要。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短时间内由

7337 个扩充至 1.6 万个，重症
病床由 19.8 万张扩充至 40.4
万张。同时，组建 16 支国家医
疗队和 118 支省级医疗队。

三是做好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救治工作。以县为单位网
格化布局县域医共体，将合并
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儿童等重
点人群纳入医联体管理，推动
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域下

沉，并加大对农村地区巡回和
巡诊力度。

四是大力推动互联网医

疗，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疫情
期间看病就医需要。

五是不断优化医疗救治

策略。出台第十版诊疗方案和
第四版重症诊疗方案，明确重
型、危重型高危人群分类和早
期预警指标，对于轻症病例早
期介入，强化关口前移，坚持
中西医结合和多学科诊疗。

抓实抓细新阶段防控
新变异株是否可能引发

新一轮感染高峰？专家研判分
析认为，由于我国刚经历了疫
情大流行，人群体内留存的中
和抗体会在短期内提供免疫

保护，近期引发新一轮规模流
行的可能性较小。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

究员常昭瑞介绍，目前我国在
新冠病毒变异株检测中，如发
现首次报告的、重点关注的国
际流行毒株，都会进行感染个
案调查与核心密接调查，并开
展风险研判 ， 一旦发现传播

力、 致病力增强的新型变异
株，及时按照相关方案采取措
施。

常昭瑞同时表示，目前多
地仍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发

生，应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如
果学校发生疫情，要平衡好疫
情处置和正常教学秩序的关

系，由专业人员根据学生既往
感染水平、 疾病严重程度、疫
情发展阶段、病毒的感染株等
进行综合研判和风险评估，然
后做出相关处置。

国家疾控局监测预警司

司长杨峰提醒，全球疫情仍在
流行， 病毒还在不断变异，各
地各部门要继续抓实抓细新

阶段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提倡
广大人民群众继续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坚决巩固住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

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在提前预警方面，疫情监

测体系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

用？
杨峰介绍，为动态掌握新

冠病毒感染水平和变化趋势，
及时监测病毒变异及生物学

特性变化，评估医疗资源负荷
情况，2022 年 12 月， 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会同有
关部门在传染病网络直报的

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监测渠
道，形成多个监测子系统。

据介绍，国家疾控局下一
步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健

全监测预警体系 ， 加强疫情
监测和常态化预警能力建设。
同时， 继续完善传染病网络
直报系统功能 ， 提高数据收
集的信息化水平和智能化分

析能力， 并开展新冠病毒感
染等传染病疫情报告专项执

法检查。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我国本轮疫情基本结束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