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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海文强牛羊养殖有限公

司 的 动 物 防 疫 条 件 合 格 证 副 本
（63212110203140002）遗失，特此声
明。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日前，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2022 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部署全国政务公开年度重点
工作。

《要点》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
续深化政务公开，更好发挥以公开促
落实、强监管功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点》提出五方
面重点工作：

一是以公开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加强涉及市场主体、减税降费、扩
大有效投资的信息公开。加大受疫情
影响重的餐饮、住宿、零售、文化、旅
游、客运等行业帮扶政策的公开力
度。建立市场主体反映投资和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问题的办理和反馈机制。
持续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信息、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大规
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扩大有效投
资信息公开工作。

二是以公开助力保持社会和谐稳
定。持续做好疫情防控信息公开，加
强疫情防控信息发布工作协调，进一
步规范流调信息发布和管理。强化稳
就业保就业信息公开，加大减负稳岗

扩就业政策解读和政策培训工作力
度。严格执行已出台的公共企事业单
位信息公开制度。

三是提高政策公开质量。完善中
国政府法制信息网行政法规库，2022
年底前完成现行有效行政法规历史文
本收录工作，探索构建统一的国家规
章库。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公
开，2022年底前国务院部门、省级政府
及其部门率先完成，市、县级政府及其
部门结合实际情况有序推进。提高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实体服务大厅的政
策咨询服务水平，建设统一的智能化
政策问答平台。

四是夯实公开工作基础。完善政
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对拟公开
的政府信息依法依规严格做好保密审
查。准确把握不同类型公开要求，科
学合理确定公开方式。加强公开平台
建设，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
制。扎实推进基层政务公开。

五是强化工作指导监督。严格落
实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政务舆情回
应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第
三方评估工作，地市级以下政府不再
开展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梳理形成
本地区、本系统工作台账，明确责任主
体和时限要求，逐项推动落实。

《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公布

4 月 21 日，工
人在辽宁省台安
县一家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禽类加
工 流 水 线 上 工
作。本轮疫情发
生后，辽宁省台安
县积极帮扶保供
农业企业复产复
工，工人加班加点
生产保供物资，生
产车间和保供转
运点一片繁忙景
象。新华社记者
王乙杰 摄

辽宁台安复工复产稳保供感染者激增40万

如何“动态清零”攻下重症“堡垒”
重症数量破百，“老龄化”

城市打攻坚硬仗

本轮上海疫情传播的新冠病毒是
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传播速度
快、隐匿性强，短时间内感染的人口
数量较多，截至 4月 20日累计感染者
超过 40 万例。对于老龄化程度较高
的上海而言，奥密克戎危害不容小
觑，一组数据体现出了目前的救治压
力：

21 日 0 至 24 时，上海新增本土
死亡病例 11 例。平均年龄 84.2 岁，
最大年龄 94 岁 （2 例）。11 位患者均
合并有严重的多脏器基础疾病，且
病情危重，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
全、肝硬化终末期、脑梗、帕金森
病、阿尔茨海默症、尿毒症等。患
者入院后，病情进展迅速，经抢救
无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
础疾病所致。仅仅在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3 月以来，就累计收治
90 岁至 100 岁老人 93 名，100 岁以上
老人 5名。

马旭东：对于此刻的上海而言，
重症救治是攻坚战中必须啃下的“硬
骨头”、必须攻下的“堡垒”。

目前住院患者中，60岁以上老人
占比接近三成。合并基础疾病的超过
60%，目前在院的 1000多名基础疾病
较重的患者中 40%以上合并 3 种以上
基础疾病。主要病种为肾功能衰竭、
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糖尿病、肿
瘤等。

新冠肺炎重症的救治本身就有
难度，此次医疗与护理的工作量和
难度大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上海
住院新冠肺炎患者中，不仅基础疾
病重症患者中 35%大于 80 岁，且 80
岁以上新冠疫苗接种率不足 5%，救
治需要多学科诊疗和较高的专科治
疗能力。

二是上海定点医院与以往有很
大不同，功能上不是单纯开展新冠
肺炎救治的医院，而是需要具备对
感染新冠病毒的多种专科疾病患者
诊疗能力的综合医院。比如，须满
足高危孕产妇、新生儿疾病、肿瘤
放 化 疗 、 心 脑 血 管 疾 病 、 急 诊 手
术、介入手术、长期透析等医疗服
务需求。以需要血液透析的新冠肺
炎阳性患者为例，占到目前定点医
院住院患者中的 8%。

生命至上，“一人一策”全
力护佑

不放弃每一个生命。在这场争分
夺秒的斗争中，上海正以决战决胜的
心态，全力护佑人民的生命健康。

“主战场”之一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2 年多前打响防控疫情

“第一枪”，与新冠肺炎作斗争的战
争，在这里就从来没有停歇过。

中心主任范小红曾带队进驻雷神
山医院，见证武汉按下“启动键”，最
后一批撤离武汉。如今，她一直战斗
在上海防疫一线。“最难忘的是3月13
日，我们的病区都收满了。经过研
判，紧急启动门急诊楼腾空，全院能
够放下手中工作的职工，全部到门急
诊楼前的空地上，2 个小时内把新采
购的每一个床的螺丝拧上，数百张床
装配好，紧急放入门急诊楼。”范小红
说。

全市统筹，六家医院重症团队整
建制入驻；多地重症专家尽锐出战，
应用前期救治经验，目标都是千方百
计降低病死率。类似这样的多学科、
多团队协作，在重症收治中已是常态。

一位 107 岁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让范小红印象深刻。她的儿子、媳妇
都80多岁，一家人同时患病。老人生
活不能自理，和医护人员交流困难；
患者基础病多，一些药物可能和新冠
肺炎治疗发生相互作用；患者生活不
能自理，对于护士照料其生活也有很
大挑战。医院派出精锐力量，开展抗
病毒治疗，包括干扰素雾化吸入、抗
病毒小分子药物、中医药治疗等。

这是对生命的敬畏——4 月 17
日，这位 107 岁的老人和儿子、媳妇
一同出院，回家！

“高龄患者心理状况焦虑，频繁
起床不利于恢复，我们会劝阻让其卧
床休息，同时进行给氧支持。对基础
疾病治疗同步采用合适的方案来进
行。对每一位患者的救治都要全力以
赴，‘一人一策’打好重症救治攻坚
战。”范小红说。

马旭东：当下，多地重症医疗队
全力以赴，采取综合策略对重症患者
进行救治。

一是加快感染者的收治，通过加
强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建设，扩充床
位，尽可能让阳性感染者能够得到及
时收治。通过市级定点医院、区域定
点医院、方舱医院三级医疗救治体
系，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
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
将重症患者全部收治到高水平市级定
点医院进行治疗。

二是国内具有丰富救治经验的专
家会同上海专家成立巡回专家组，在
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进行巡回指导，
早期识别重症患者和高风险人群。国
家调派了重症医疗队和方舱医疗队，
分别进驻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开展
医疗救治工作。

三是早期干预防止轻症转重症。
应用武汉医疗救治经验，分别建立定
点医院、方舱医院联合医务部、联合
护理部、联合感控办，强化三级查
房、分级护理、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等
制度落实，对重症患者实施清单式管
理，“一人一策”开展治疗。

四是新冠肺炎和基础疾病救治并
重。按照第九版国家诊疗方案同质
化、规范化治疗新冠肺炎，中西医结
合，加强专科医疗和护理力量，强化
基础疾病治疗，千方百计降低病亡率。

关口前移、及早干预，把守
护人民健康放到第一位

多位专家表示，上海老龄化程
度高，如果疫情蔓延将对老年人、
有基础疾病人群生命健康造成严重
威 胁 ， 并 导 致 医 疗 等 各 种 资 源 挤
兑。全力救治重症患者，更要关口
前 移 、 防 止 患 者 轻 症 转 重 症 ， 因
此，加快推进“动态清零”、加强疫
苗接种至关重要。

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而是
人类共同面对的强大对手。

截至目前，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
人群疫苗接种率 62%；加强免疫接种
率38%，总体来说接种率还是比较低。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近
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内外对老
年人群新冠肺炎发病情况的研究，在
全程接种以及接种了加强剂次新冠疫
苗的老年人中，疫苗预防重症、危重
症乃至死亡的效力非常明显，全程接
种的效力超过 70%，接种了加强剂次
以后更是超过90%。

专家建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未
来在解封以及附近的接种点开放以
后，应尽快预约接种新冠疫苗，如果
已完成全程接种的老年人，在满 6 个
月后尽快接种加强剂次。

马旭东：这场重症救治的硬仗，
打在当下，也启示未来。以后防治重
症有多个措施必须重视。一是疫苗接
种。现有数据表明，接种疫苗确实能
够有效降低新冠肺炎的重症转化率。
建议没有禁忌症、符合接种条件的人
群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二是早发现早干预。坚持中西医
结合，防止轻症转重症；早期识别高
风险人群，建立亚 ICU进行收治，基
础性疾病和新冠肺炎治疗并重，阻断
进入 ICU的病程。

三是预防感染。强化个人防护，
勤洗手、科学戴口罩、文明用餐、遵
守一米线、常通风、不聚集。

四是加大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力
度，分秒必争地与病毒赛跑，通过更
多特效药物的研发和使用，挽救更多
患者生命直至终结新冠肺炎大流行。

□新华社记者 龚雯 周琳
4月21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9名80岁以上老人新冠肺

炎治愈，年龄最大者92岁。3月以来，这里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中，
不乏90岁以上高龄老人，甚至个别百岁老人实现了新冠肺炎治愈。

与此同时，截至4月21日，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
160例、危重型患者24例，再次敲响警钟，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
感”，尤其是对于老龄化程度超过36%、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接近83
万人、基础病患者绝对数量巨大的上海，为实现“动态清零”，全力
以赴救治重症患者、千方百计降低病死率是当前重中之重。

重症救治，是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当前，救治压力如何？
怎样做到关口前移？记者采访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上海工作
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马旭东处长等权威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