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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13305077599
（微信同号）

温 馨 提 示
办理各类证件遗失登报手续，可直接对接客服

人员办理，隔天即可刊登。

现公示《晋江市和敏健康医疗发展基金会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福建医院晋东院区（福建和敏医院）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并征求附近公众意见：

一、公众意见表、报告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见
链 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ZwQLd9K9Zja4EGfp0M17Q 提取码：c7q3 。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晋江市和敏健康医疗发展基金会，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
18359292630

建设单位：晋江市和敏健康医疗发展基金会
2022年12月28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晋东院区（福建和敏医院）
工程项目环评公示

晋江经开区绿色高端面料整理微工业园污水处
理设施工程环评报告已经基本编制完成，现向社会
公众公开并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公众范
围、征求事项、纸质报告查阅方式、意见反馈途径、公
示期限均可在 http://www.jinjiang.gov.cn/xxgk/zfxxg-
kzl/zjdgk/19/zfxxgkml/202212/t20221215_2826848.htm
查询及下载。

公示单位：福建省晋江智能装备产业园开发有
限公司

2022年12月28日

关于晋江经开区绿色高端面料整理微工业园污水
处理设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的公示

遗失声明
深沪镇柳山村林良山（已故）不慎遗失于 1991 年 5 月办理

的晋江县建房动用土地申请表，坐落的地名：车路边，四至情
况：东公路，西水汫，南水汫，北清海，面积：120平方米，现声明
该原件作废。

声明人：林贻敬、林贻访
2022年 12月 28日

遗失声明
深沪镇柳山大队柳山村林良山（已故）不慎遗失于 1967年 4

月 25日办理的晋江县前锋公社基建房屋动用土地申请表，坐落
或地名：奄山边，四至情况：东至贻员什地，西至山仔头，南至大
岸，北至其木厝，面积：壹分零厘零毫，现声明该原件作废。

声明人：林贻敬、林贻访
2022年 12月 28日

遗失声明
晋江市英林镇荷晓食品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582MA2Y00Y16N，
现声明作废。

晋江市英林镇荷晓食品店
2022年 12月 28日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新冠病毒感染
将自2023年1月8日起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
类乙管”。政策调整具备了哪些条件？疫情防
控措施有哪些主要变化？医疗资源储备能否满
足救治需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7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实事求是、主动作为、因时因势
优化完善防控政策

“当前，随着病毒变异、疫情变化、疫苗
接种普及和防控经验积累，我国新冠疫情防
控进入了新阶段。”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李斌说，密切跟踪病毒特点，研判疫情形势，
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和药物供给、加强医疗救
治和防控体系建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因
素，都为我国调整新冠病毒感染的法律归类
创造了条件。

李斌表示，依法将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
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是疫情防控策略的
重大调整，体现了实事求是、主动作为、因时因
势优化完善防控政策。调整后，绝不是放任不
管，绝不意味着所有防控措施退出，而是要继
续强化管理、强化服务、强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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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乙类乙管”绝不是放
任不管，应该将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移到医疗
救治上来，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的平稳有序。

调整后防控措施主要有四方面
变化

针对公众关注的实施“乙类乙管”后给疫
情防控措施带来的主要变化，国家疾控局副局
长常继乐介绍，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传染源发现方面，主要通过医疗机
构就诊、居民自我健康监测、重点人群检测等
方式来发现感染者，不再采用全员核酸筛查等
方式。

二是在传染源管理方面，对无症状感染者
和轻症病例采取居家健康管理，不再实行隔离
治疗措施或隔离观察。

三是在社会面防控方面，防控措施更多集
中在重点场所、重点机构、重点人群，取消或减
少对其他场所机构和人员活动的限制，尽量减
少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四是在国境卫生检疫方面，对入境人员不
再实施闭环转运、集中隔离等措施。来华人员

按照海关要求，填写健康申明卡，申报正常且
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的人员可直接进入
到社会面。

不断扩充医疗资源
满足患者诊疗需求

当前，随着疫情发展进入不同阶段，各地
医疗救治需求不同。有的发热门诊诊疗需求
比较突出，有的急诊和重症救治压力较大。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
表示，各地正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扩充医疗资
源，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满足患者诊疗需求。

在重症患者救治方面，主要做到以下三
点：一是扩容全国重症医疗资源，各地按要求
扩容和改造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增加二级
医疗机构重症医疗资源，重点拓展三级医院重
症医疗资源；二是关口前移，通过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为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实施分级健康
管理；三是三级医院发挥重症救治兜底保障作
用，扩容急诊接诊能力，畅通急诊和住院病房
收治的绿色通道，急诊留观的重症患者要实现
24小时清零收治，更快速循环和周转急诊资
源，收治更多重症患者。

保健康、防重症
重点做好“三重一大”

常继乐表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
类乙管”，不是松口气、歇歇脚的信号，更不是“一
放了之”。调整后的工作目标确立为“保健康、防
重症”，工作重点可以概括为“三重一大”。

“三重一大”包括加强重点人群保护，进一
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开展65岁
及以上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健康调查，做好分
级分类诊疗工作；加强重点机构防控，养老院
和社会福利院等机构要适时采取封闭管理，严
防机构内发生聚集性疫情；做好重点行业防
控，对维持社会基本运行的公安、交通等行业，
建立人员轮岗备岗制度；动态开展大型密闭场
所防控和大型活动管理，疫情严重时，对人员
容量大、空间密闭的场所，短期内可以采取必
要的减少人群聚集和人员流动等措施。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流行，还存在不确
定性。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主任医师殷文武提
醒，在实施“乙类乙管”之后，社会面传染源不确
定，更要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包括勤洗手、规范
佩戴口罩、积极接种疫苗等。

新华社北京 12月 27日电 近期有公众
反映，部分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就诊过程中发
现肺炎，甚至肺部 CT出现“白肺”现象，猜测
可能与感染了原始毒株或接种疫苗有关。在
27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对
此回应：现在出现的所谓“白肺”与原始毒株
和疫苗接种没有关系，当前的流行优势毒株
仍然是奥密克戎毒株。

“白肺是肺部影像学表现的一个口语化
描述，并不是指肺脏组织实体变成了白色。”
焦雅辉介绍，当肺泡里出现炎症或感染，肺泡
被渗出液和炎性细胞所填充，CT或者X线检
查的射线穿不透，会在影像学上出现白色区
域。不仅是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
病毒等多个病原体和一些细菌都可以引发肺
部炎症。

焦雅辉解释，并不是只要肺部出现了炎症
就都叫白肺，白肺是比较严重的肺炎表现，一
般来讲，白色影像区域面积达 70%~80%被称
为白肺。这个阶段，患者会出现低氧血症或呼
吸窘迫，主要治疗方案是俯卧位通气和给氧治
疗。加强原发病的病因治疗，有相当部分的白
肺患者可以好转。

焦雅辉说，目前网络上有些“白肺”不是真
正的白肺，在临床上白肺患者占比非常低，高
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更可能出现白
肺。要加强老年人的健康监测，老年人发生感
染尤其是出现呼吸困难等转重的情况，一定要
及时就诊。对于老年重症患者不需要经过分
级诊疗逐级转诊，要直接转诊到三级医院进行
就诊救治。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
27日发布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
障的意见。其中明确，除依法按协商程序降低
劳动报酬外，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通过居家办
公或者灵活办公等方式提供正常劳动，劳动者
请求按正常工资标准支付其工资的，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支持。

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介绍，意见从四方面
提出14条具体服务保障举措，更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职能
作用，服务保障稳就业大局。

据悉，意见推动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妥善
审理社会保险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依法支持脱贫人口稳
岗就业，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妥善审理
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坚决纠正用人单位性
别、地域歧视行为，支持高校毕业生多渠道灵
活就业。

其中，意见明确，高校毕业生在试用期内因
受疫情影响不能返岗的，可以引导用人单位采
取灵活的试用考察方式考核其是否符合录用条
件；无法采取灵活考察方式实现试用期考核目
的的，无法实施考察实现试用期考核目的期间
可以协商不计算在原约定试用期内，用人单位
通过顺延试用期变相突破法定试用期上限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意见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贯彻落
实国家保就业保生产、复工复产等政策，准确把
握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审慎处理涉疫情
劳动争议纠纷，依法保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
益；依法对劳动者居家办公或灵活办公工资支
付问题作出规范；积极引导和支持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依法协商，采取有关措施稳定工作岗位，
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感染新冠
病毒后，如何科学用药？康复后，有哪些
注意事项？多久能运动？未感染新冠病
毒的人群，献血是否会增加感染的风
险？针对当下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相关领域权威专
家作出解答。

感染后如何科学用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

表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高热等临床
症状，在体温超过 38.5摄氏度的时候，人
体感觉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需要用一
些退热药。

高燕介绍，如果患者本身有一些慢
性病，比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
平时有胃肠道的一些基础病，在用解热
镇痛药时，不要空腹服用。此外，密集用
药可能诱发消化道出血等症状，可以合
并用一些胃黏膜的保护剂，再来吃解热
镇痛药会更安全一些。

“对于大部分新冠患者来说，还是以
轻症为主，对症处理就行。止咳、镇咳、
化痰类药相对来说较安全。”高燕提醒，
在临床上很多药物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
互作用，尤其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
基础病的人群，应该在医疗机构和医生
的指导下用药。

康复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院长刘清泉介绍，感染新冠病毒以后 7
至 10 天，绝大部分人都会进入康复状
态，可能核酸或抗原都转阴了，但仍会
遗留一些症状，比如咳嗽、嗓子不舒服
等。进入康复期，患者精神上要保持高
昂斗志。

刘清泉提醒，康复后不要大吃大喝，
要保持清淡饮食，加强营养，摄入足够的
蛋白质，多吃蔬菜水果，保证体力的恢
复。同时，生活、工作节奏要适当放缓一
点，不要熬夜。

对于一些康复后陆续返岗工作的
人，高燕表示，如果退烧以后，体力有明
显改善，就可以返岗工作。但是一些呼
吸道症状可能会恢复得慢一些，发热期
还是应该多卧床休息。

康复后多久能运动？
刘清泉提醒，适量运动有利于恢复

健康，但是不能剧烈运动，过度的运动不
但不能够恢复健康，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其他的问题。

刘清泉说，可以根据自身运动习惯
选择适量运动，不超过平时运动量的三
分之一，逐渐增量即可。

高燕表示，对于中青年群体来说，进
入恢复期的过程会短一些，并不影响复
工复产。但是高强度的健身运动，还是
要稍微缓一缓，注意休息，加强营养，让
自己尽快回归正常的状态。

“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尤其
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
的人群，要重点关注呼吸道症状问题，比

如咳嗽、胸闷、气促等症状是否加重。”高
燕介绍，一周左右核酸或者抗原转阴后，
这些呼吸道症状可能还会持续，等病情
明显缓解以后，再恢复到正常的锻炼，更
有利于健康。

未感染新冠的人群，献血是
否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一个健康成年人献血不超过自身
总血量的 13%，对身体没有不良影响。”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技师郭瑾
介绍，一个健康成年人的总血量约占体
重的 8%，如果 50 公斤的人献血 200 或
400毫升，即占自身总血量的5%或10%，
体重重的人占比会更低。

郭瑾表示，献血是采集人体的外周
血，献血后肝、脾、肺等储血脏器中的血
液会迅速补充至外周血中，恢复循环血
容量。献血并不会影响健康，也不会增
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感染新冠后符合什么条件可以
献血？所献的血液是否安全？

郭瑾介绍，对于曾感染新冠病毒的
无症状、轻型和普通型感染者，发烧、咳
嗽、咽痛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完全消失
后一周，且最后一次核酸或抗原检测阴
性 7天后就可以献血了。如果是重型或
危重型的感染者，则需要康复6个月后才
能献血。

“这个标准与国际上有关新冠病毒
感染后延迟献血的要求，以及现行的呼
吸道感染、肺部感染者延迟献血的要求
是一致的，不会对献血者健康造成危
害。”郭瑾说。

针对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的献血者所
献血液是否安全的问题，郭瑾表示，新冠
病毒是呼吸道病毒，不会经输血传播。
目前为止，全球尚没有新冠病毒通过输
血途径传播的报道。感染新冠病毒康复
以后的献血者献的血液本身是安全的，
血站会严格采供血管理，确保感染者康
复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健康观察后再献
血。

感染新冠病毒后是否会影响
心血管系统？

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介
绍，感染新冠病毒 5~7天后，大部分人群
能够症状好转、逐步康复，但也有少数患
者会累及心肌，一般发生在感染新冠病
毒两周以后。但只要做好自我健康管
理、科学防范，就可以避免损伤，安全度
过窗口期。

据介绍，病毒感染对心脏造成的损
害大多和免疫反应联合叠加产生，而人
体免疫反应驱动会有所滞后。比如感染
新冠病毒后发烧退烧了，只是度过了新
冠病毒感染的第一个恢复期，不能掉以
轻心。此后产生免疫反应的过程，仍要
注重休养，做好生活方式管理。

同时，有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要
着重控制好基础疾病，按时规律服用药
物，药物的增量、减量、停药，一定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进行。

出现哪些症状可能是心血管
疾病风险，需要就医？

周玉杰提醒，假如在感染新冠病毒
的康复期内出现严重胸痛、胸闷、气短、
心悸，甚至晕厥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就
医。

可通过观察是否存在轻微症状的突
然变化，判断主观感受与就医信号的不
同。假如前述症状出现由轻到重的快速
变化，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心肌炎，要引
起重视，及时就医。

心肌炎一般在中青年人群中居多，
一般通过血液检查能够看到心肌损伤的
标志物，通过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检查
也能及时诊断。

康复期如何做好营养管理？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

表示，要把营养管理贯穿于整个新冠病
毒感染防治前中后全过程。康复期食物
要尽可能易消化、种类多。

良好的营养基础对提升老年人免疫
力十分重要。一些老年人因为生活习惯
或子女不在身边等因素，长期吃得较为
单调素淡，身体营养基础相对较弱，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免疫状况。

于康建议，老年人饮食要做到荤素
搭配、丰富多样，摄入优质蛋白质。在正
常饮食基础上，可以补充一些复合维生
素等营养补剂。把功夫用在平时营养摄
入，对维持整体抵抗力非常有帮助。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近期，部分地
方新增感染者处于快速增长期，各地想方设法
保健康、防重症。目前国内是否仍有德尔塔变
异株流行？抗新冠病毒药物该怎么用？针对
公众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组织专家作出解答。

我国是否仍有德尔塔变异株流行？
近日，网络上有传言称，我国部分地区

同时流行德尔塔变异株和奥密克戎变异
株。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
表示，根据实时动态监测，国内没有发现德尔
塔变异株在流行，也没有发现德尔塔变异株与

奥密克戎变异株重组。从12月初至今，国内监
测到 9个流行的新冠病毒亚分支，都属于奥密
克戎变异株。

国内是否产生新的变异株？
许文波介绍，从 12月初至今，中国疾控中

心通过抽样调查，完成了1142个病例的全基因
组测序，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BA.5.2和
BF.7占全国流行的绝对优势，两者合计超过
80%。此外，还有 7个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
也在流行。

许文波介绍，这些亚分支中没有发现特
征性的基因组突变，都是境外输入而来。12
月共发现 31个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输入国

内，其中也包括正在国外加速传播的 BQ.1、
XBB等亚分支。

不同变异株是否会导致再感染？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表

示，对于绝大部分免疫力正常的人来说，半年
内人体内都会存在有效的免疫抗体，同一毒株
的二次感染概率极低，即便感染了也不会出现
严重症状。

王贵强表示，如果出现新的变异株，或者
新的亚分支表现出很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是可
能导致再感染的。根据人体内的免疫抗体，再
感染的间隔时间越短，症状通常越轻，间隔时
间长了，症状就偏重。因此，这轮疫情过后，大

家仍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

抗新冠病毒药物该怎么用？
王贵强介绍，高龄老人，尤其是有基础

病、没有接种疫苗的高龄老人，属于高风险
人群，面对疫情要早发现早干预。一些口服
的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可以在发病或感
染得到明确诊断后尽早使用，一般在 5天内
使用。

王贵强表示，这类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
存在与其他不少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也会有
一些副作用，因此务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此
外，研究显示，这类药物不能用于预防性治疗，
对重症患者的效果也不明显。

“乙类乙管”我国具备了什么条件？防控重点有何变化？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热点问题

防疫热点问答

感染后如何科学用药？康复后要注意啥？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国内是否仍有德尔塔毒株流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白肺”与原始毒株没关系

最高法发文明确
居家办公或者灵活办公
工资标准问题

（图表·漫画）［防疫热点问答］康复提醒
新华社图表，北京，202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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