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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9月26日0时至24时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获悉，2022年9月26日0时至24时，
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42例本土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
例4例（均为轻型）、无症状感染者38例。
42例感染者中，第15例为常态化核酸检
测中筛查发现，第16—42例均为其同事。

新增确诊病例中，滨海新区3例、河
西区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中，滨
海新区25例、河西区7例、西青区3例、河
东区1例、津南区1例、北辰区1例。

9月27日0时至18时
9月27日0时至18时，我市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在东丽区；新增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6例，滨海新区6例，
西青区5例，宝坻区2例，河西区、红桥区、
南开区各1例。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待
分型）14例，滨海新区12例，河西区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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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曲晴

曾几何时，一提到石油炼化，人们总
会联想到“污染、异味、扰民”等词汇。初
秋，记者步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厂区，却仿佛进入到一座绿色
生态花园。笔直高耸的装置塔器与鸟语
花香的绿树成荫交相辉映，厂区入口处悬
挂着“重污染天气应急绩效评级A级企业”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和天津市环
境保护企业“领跑者”的荣誉墙，彰显着企
业近几年的绿色发展之路。
“你看梅花鹿正悠闲散步，它的听觉、

嗅觉十分发达，对空气质量等生存环境要
求很高；以净化后的工艺尾水养殖的锦鲤
更是水质敏感物种，这些都是国际公认的
环境指示动物……”该企业环保负责人王

刚边走边向记者介绍着，脸上洋溢着自豪
与自信的微笑。“针对VOCs污染，我们不
断加大投入和先进技术应用，全面开展轻
质油内浮顶储罐升级改造，采用自主研发
技术国内首批实施延迟焦化密闭除焦改
造，推行冗余设计增设罐顶气‘引入吸收+
膜分离+活性炭’三级处理等等，探索出一
套独具特色的综合治理模式。”王刚说。

近年来，天津以深化燃煤、工业、扬
尘、机动车和新建项目污染“五控”治理为
抓手，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
行政手段，探索总结出一套治污减排的

“天津模式”，相较于10年前，大气主要污
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30%左右。
“我市先后制定了火电、钢铁、平板玻

璃、垃圾焚烧、铸锻、工业企业VOCs、工业炉
窑、锅炉、生物质锅炉等一批地方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全市3家大型石化企业环境绩
效全部达到全国领先A级水平，保留的4家
钢铁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持续开
展深度治理，日均排放总量较2017年削减
61.4%。”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处长王文美介
绍，我市持续开展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推动58家企业全部完成多轮次泄漏检测修

复工作，1475家企业完成VOCs综合治理改
造，对石化、化工和仓储等行业的690余座储罐
开展现场帮扶，动态排查解决污染问题。特别
是，聚焦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绿色石化等12条
重点产业链，指导推动164家骨干企业及关键
供应商提升改造，达到A级或B级环境绩效，既
降低了污染排放，也实现了重污染天气应急期
间，企业正常生产、产业链平稳运行。

此外，严格产业准入，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严禁新增钢铁、水泥、电解铝、平
板玻璃、船舶、炼焦、有色、电石、铁合金等产能
严重过剩行业项目。全面推行排污许可制度，
提前完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实现了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新建项目严格落实
国家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对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所需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VOCs等污染物排放总量实行倍量替代。

我市深化“五控”治理见成效，相较于10年前，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30%左右——

探索治污减排“天津模式”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眼下小站稻进入丰收期，陆续开始收
割。市农业主管部门农情调查显示，今年天津小站稻长势喜人，
预计单产、总产均好于去年。

为振兴小站稻，我市建立了10万亩国家小站稻生产标准化
示范区，推广优质小站稻良种和智能育秧工厂，普及绿色优质栽
培，全面提升天津小站稻标准化生产水平。

先后建成的智能化水稻基质育秧示范区、小站稻栽培标准
化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10.85万亩小站稻采用标准化生产技
术，促使亩产量增加10%以上，亩减少氮肥用量20%以上、亩减
少农药用量30%以上。小站稻商品化率达到100%，数量、产量、
质量“三量”齐增，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明显，为天津小站稻种植
面积实现100万亩目标提供了技术支撑。

为尽快普及小站稻标准化生产栽培技术，市农业发展服务
中心建成了配套齐全的小站稻标准体系，涉及技术标准、工作标
准、管理标准、操作标准等，使天津小站稻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从
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带动小站稻品质提升一个
等级。

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还以标准体系建设为核心，积极打造
“国家水稻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加快推广优质水稻品
种、绿色栽培及稻田立体种养等绿色生态生产模式。每年天津
小站稻良种外销300万公斤以上，基质秧苗外销15万盘以上，助
力天津小站稻重塑辉煌。

我市建立国家小站稻生产标准化示范区

小站稻亩产量提高10%以上

本报讯（记者 姜凝）9月29日，南开大学“名师引领”本科生
通识选修课《医药前沿与挑战》第二季开讲。当天10时开始的
第一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
长张伯礼将为大家讲授“中医药现代化与文化自信”。

据介绍，南开大学“名师引领”本科生通识选修课《医药前
沿与挑战》是由多位两院院士主讲的医药领域前沿课程。课程
旨在拓宽学生学术视野，启发创新思维，提高学科前沿交叉的
敏感性，引导激励学生践行科学家精神，助力培养未来医药学
领军人才。

本学期，该课程将由张伯礼、樊代明、高福、陈薇、沈洪兵、卞
修武、王松灵、宋尔卫、董家鸿、乔杰、陈香美、张学等两院院士，
分别从中医药现代化、肿瘤诊断和免疫治疗、病原微生物感染和
新型疫苗研发、全球公共卫生健康策略、生殖医学健康、精准外
科手术治疗、疑难肾病诊治、消化系疾病、口腔医学以及罕见遗
传病等多个方面，向青年学子讲授当前全球医药领域在基础研
究、临床应用及转化、学科交叉方面的前沿与挑战，给同学们提
供与院士学习交流的机会。

又有12位院士来教本科生

南开大学“名师引领”通识选修课第二季明日开讲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在昨日召开
的第189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商务局一
级巡视员周路介绍，我市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做好
重点地区保供工作。截至目前，已设立
线下临时保供点位321个，由华润、物
美、食品集团、市供销合作总社等负责。
同时，22家企业承担线上保供任务，包括
物美、华润等大型连锁超市及美团、饿了
么等电商企业。为做好国庆假期市场
供应工作，6大批发市场和华润、物美等
大型连锁超市加大从山东、河北、内蒙
古、广西、福建等源头产地的调运力度。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在天津市第
189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卫生健
康委主任顾清介绍，目前我市本土疫情主
要集中在2个大的片区。整体上，本轮疫
情迁延时间较长，个别传播链仍存在断
点。现阶段社区传播风险主要集中在部
分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城区，仍存在疫情
反弹和外溢的风险。为统筹兼顾疫情快
速处置和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我市坚
持“围住、筛全、捞干、扑灭”的以快制快处
置原则，采取三方面系列措施。

第一，兼顾科学与精准，坚决围住风

险区域。我市决定暂缓解除河西区相关
区域静态管理措施。划定滨海新区北塘
街、胡家园街、新城镇、新河街、新北街、塘
沽街、杭州道街、新村街、泰达街、大沽街
（津沽公路以北）、新港街（津沽公路以北、
北疆港区）、中新生态城（中新大道、华五
路、中央大道以西）高中风险区域之外的
区域为静态管理区。

第二，做好流调和筛查，尽快捞干风险
人群。目前全市流调力量集中现场办公，
启动“公卫、公安、工信+N”综合调查协查
机制。同时快速开展滨海新区和部分区域
核酸检测，动态追踪锁定风险人员、风险区

域和行动轨迹。加快大数据信息推送，及
时落实管控措施，对风险人员应隔尽隔。

第三，体现温度和力度，加速控制疫情
蔓延。针对静态管理区域，既做到真管真
控、严管严控，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严
防“破窗效应”和疫情拖尾；也高度重视涉
疫情领域各项工作运转安全，特别是保障
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就医需求。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成立市区两级保医
专班，开展管控区特殊病种和危重症转诊、
群众外出就医的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向群
众公示区级保医电话和市级督导热线，确
保群众就医诉求及时解决。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9月27日，国家组织骨科脊柱类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通过线上开标的方式产生拟中选结果。
本次集采是继心脏支架、人工关节后，国家组织开展的第三批高
值医用耗材集采。此次集采根据颈椎、胸腰椎手术的需要，覆盖
颈椎固定融合术、胸腰椎固定融合术、椎体成形术、内窥镜下髓
核摘除术、人工椎间盘置换术5种骨科脊柱类耗材，形成14个产
品系统类别。首年意向采购量共109万套，占全国医疗机构总
需求量的90%，涉及市场规模约310亿元。本次集采平均降价
84%，按约定采购量计算，预计每年可节约费用260亿元。

占脊柱手术量1/3的胸腰椎后路固定融合术，其耗材平均
每套价格从3.3万元下降至4500元左右；其中，一些知名外资品
牌每套平均价格从6万元降至4800元左右。技术最新的胸腰椎
微创手术，其使用的耗材平均每套价格从近4万元下降至5600
元左右。用于治疗压缩性骨折的椎体成形手术耗材，每套平均
价格从2.7万元下降至1100元左右。

共有 171 家企业参与本次集采，152 家拟中选，中选率
89%。中选企业既包括美敦力、强生等知名跨国企业，也有威高
骨科、大博医疗、三友医疗等内资企业，多元化产品供给，有利于
集中采购结果的顺利执行，能够充分满足临床需求。脊柱类骨
科耗材集采的成功开标，将进一步释放集采改革的制度性红利，
减轻群众负担。至此，国家组织和地方的集中带量采购，已覆盖
骨科耗材的关节、创伤、脊柱三大类。

国家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及中选企业做好中选
结果落地实施工作，确保全国患者于2023年2月份用上降价后
的中选产品。

第三批国家集采

骨科脊柱类耗材平均降价84%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在天津市
第189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张颖介绍，我市本轮疫情与既往
不同，存在六个特点，不仅来势汹汹、点
多面广，而且感染者症状明显、传播速
度更快、聚集性明显、持续时间较长，给
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第一个特点是来势汹汹。本轮疫
情每一波前三天，每日新增阳性感染者
例数很多，最多时日增阳性感染者达到
70多例。其原因是由于每一波疫情从
发现到暴露的时长达7天左右，病毒传
播的代际多，当发现之后就会显现来势

凶猛的态势。
第二个特点是点多面广。本轮疫情

已持续了一个月，目前已经波及到全市14
个区。这14个区阳性感染者分布的街道
已累计达到88个，而且数量还在增加。本
轮疫情跟此前相比，风险点位多。目前统
计风险点位达到1500多个，给疫情防控、
风险人群排查带来很大挑战。

第三个特点是症状明显。现在临床
诊断的无症状是以肺部是否有炎症作为
诊断依据，症状明显是指在流行病学调查
过程中发现，这次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BA5.2.1跟既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不同，
56%的阳性感染者都曾经出现过上呼吸道

症状或者肠道症状，所以很多人是主动就
诊或者去药店买药发现的。

第四个特点是传播更快。本轮疫情
的代间距，也就是一个感染者出现后传给
下一代阳性感染者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两
天；平均潜伏期缩短到一天到两天。也就
是说，传播速度更快了，比既往变异毒株
传播力快了很多倍。

第五个特点是聚集性明显。聚集性
明显也是既往变异毒株没有的特点，因为
传播非常快，人员聚集交流过程中只要防
护不到位就会传播。既往一个家庭里出
现一个阳性感染者，家庭内部不见得就会
出现二代续发。但是本轮疫情可以看到，

一个家庭内部6口人中可以有3到4人，甚
至5到6人全部感染的情况。本轮疫情已
经有120个家庭存在家庭聚集性，出现两
例以上的阳性感染者。同时，有一些大型
社区出现了79个病例；某餐馆里面疫情聚
集传播达到29例阳性感染者；一场两个多
小时的足球比赛，41个踢球者中68%被感
染了；还有梅江灯饰城关联疫情，只算里面
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有39个病例。

第六个特点是持续时间较长。本轮
疫情从8月27日到9月27日已经一个多
月，直到现在仍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仍在
出现新的情况，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
和困难。

来势汹汹 点多面广 症状明显 传播更快 聚集性明显 持续时间较长

持续一月 本轮疫情六个特点详解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政府副
秘书长、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顾清介绍，目
前我市本土疫情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片
区。一是梅江灯饰家居广场关联疫情，累
计报告阳性感染者252例。早期感染者主
要集中在河东区第六大道社区和西青区
梅江灯饰家居广场，早期阶段社会面感染
者占比较高，风险场所波及较多，疫情传
播快，发展迅速。疫情感染者主要集中在
河东区、河西区和西青区。二是滨海新区
关联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46例。
首例报告病例系滨海新区企业职工，于常
态化核酸筛查中检测发现，随后在密切接
触者筛查中检出新冠病毒感染者43例，
其中28例均系同一企业职工。目前疫情
主要波及滨海新区新北街、新河街、杭州
道街、北塘街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目前仍存在疫情反弹和外溢风险 系列措施以快制快处置疫情

围住风险区域 捞干风险人群 严管控保刚需

目前疫情集中在两片区

320余个点位线下保供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在天津市第
189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张颖介绍了三起疫情的相关溯源情况。

0827疫情：病毒全基因测序显示与境
外某国近期上传的毒株高度同源，我市早
期在阳性感染者家中采集到该国生产的
冻品阳性标本且病毒全基因测序一致，证
实该起疫情来源于境外。

0914疫情：流调溯源指向梅江灯饰
城，指示病例所在的公司坐落在河东区第
六大道社区，该公司负责人和另一位员工
居住在第六大道。第六大道社区内商业

和便民服务业发达，人口数较一般居民区
多4—6倍，由于疫情发现时已传播近一
周，故社区聚集性传播相当严重，阳性感
染者分布在30多个楼宇内。

张颖说，起初病毒全基因测序显示，
0914疫情与0827疫情首发感染者的毒株
完全一致，那0914疫情是否为0827疫情的
后续？是不是前期排查工作不够全面？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同步开展多条线索的
深入调查，未发现0914疫情中阳性感染者
与0827疫情阳性感染者和风险点位流行
病学交集，但发现该公司9月8日收到的外
省发来的货物内包装涂抹标本检测呈阳

性。后续阳性感染者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
示，变异位点与0827疫情毒株不同，且变
异稳定传代。所以推断两起疫情可能为两
条传播链，0914疫情不排除污染货物引发
传播的可能性。

0926开发区某企业疫情：指示病例来
源于该企业，呈现高度聚集性，后续阳性感
染者均与该企业员工有明确关联，因此感染
应来源于该企业。该企业使用物料为进口
元件，物料采样发现4月份一批进口元件呈
阳性，而内、外包装检测均呈阴性。不过人
员排查中也发现，与0914疫情中阳性感染
者有可疑交集，目前调查工作仍在持续中。

三起疫情相关溯源情况

本报讯（记者 徐杨）新冠病毒传播速
度越来越快，越来越不好发现，人们应该
如何做好预防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张颖等专家昨日表示，站在病毒角
度“换位”来看，它之所以传播这么快、这
么不易被发现，是因为它专攻我们的软
肋。这些软肋包括在人群聚集场所不戴
口罩、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不注意手部卫
生、坚持带病上班上学参加聚会聚餐、高
风险区暴露史不报备、不参加核酸筛查、
逃避封管控措施等。大家一定要严格落
实“三件套”，到公共场所“扫码、测温、戴
口罩”一样都不能少。扫“场所码”、测温
便于提前快速锁定高风险人员，戴口罩能

够有效防范可能存在的传播风险。
张颖说，这些病毒专门攻击的软肋，有

些是习惯问题、有些是侥幸心理，有些是害
怕逃避。我们常说病毒很隐匿，这个“隐
匿”是打引号的，躲着、藏着就是在帮助病
毒传播，帮助它隐藏。但无论是什么，只要
我们不给病毒机会，感染和传播都是可以
避免发生的。因此，我们不惧怕病毒，但是
也不能掉以轻心。对病毒感染要时刻保持
预防状态，从而做到病毒攻击不了自己，自
己不会成为传染源，也就不会给家人、朋
友、同事带去麻烦。所以说要做好预防，认
清楚病毒是怎样快速传播的。

相关专家同时表示，广大市民要做好每

日健康监测，有发热、干咳、乏力、鼻塞、咽
痛、流涕、肌肉酸痛、腹泻、结膜炎、嗅觉减退
等症状时，及时就医。要履行个人责任，配
合经营者落实扫“场所码”、测温、戴口罩和
查验核酸检测证明等工作。乘电梯时，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时，应佩戴口罩并及时更换，每个口罩累计
佩戴时间不超过8小时。进入商场、餐厅、
酒店等公共场所，积极配合戴口罩、扫“场所
码”、测温等要求。另外，一定按要求配合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本土疫情处置中的核
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对自己和家人的
健康负责。参加核酸检测时，要戴好口罩、
保持一米距离，不交谈、不聚集。

严格落实“三件套”

到公共场所“扫码、测温、戴口罩”一样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