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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十大热点问答

“阳过”之后如何尽快恢复
市疾控专家给出四点生活方式建议

以爱心和坚守护佑居民健康
——河东区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见闻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摄影 吴迪

“大夫，我昨天发烧了一宿，退烧
药也吃了，咋还不退烧呢？”
“大夫，您能不能给我多开点降血

压的药？不想三天两头跑医院。”
昨天下午2时，刚到开诊时间，河

东区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
来了不少挂号看病的社区居民。
“现在患者已经比前几天少多

了。有些慢性病患者最近选择不到医
院就医了，我们尽量给控制稳定的慢
性病患者开长处方，减少感染患病几
率。”见到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院长王娜时，她刚风风火火地从社
区发放“健康防疫包”回来。她告诉记
者，“中心自12月10日开设发热诊室
后，每天都会接待七八十名发热患者，
最高一天达到100多人。”
为了方便发热患者及时得到救治，

同时不影响其他科室接诊，大王庄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辟了独立的发热就
诊区域，配备8名全科医生，每天轮流到
发热诊室出诊。同时，服务中心的药房
里还配备了像布洛芬等18种常用退烧、
感冒药。“这样不仅可以缓解上级医院
发热门诊的压力，也避免辖区居民跑到
上级医院交叉感染。”王娜说。
与此同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

门设置了24小时就医保障服务电话，
安排专人接听患者的咨询，随时为辖
区居民提供诊疗指导。
“自从热线开通以来，这个电话铃

几乎没停过。”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政科科长王金梅说，“通过电
话答疑，不仅可以有效地指导社区居
民合理就医用药，更多的是通过专业
解答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
在专门规划出的发热诊室门口，

五六位患者正在安静地排队候诊。诊
室内，全科医师邢汝娟正在耐心地安
慰患者，并且叮嘱患者不要乱用药。
“邢医生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发烧了，
她自己也病了，从12月初到现在始终
坚持在门诊。”王娜告诉记者，大王庄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员工170多
名，因为近期生病减员，有一天只有
40名医护能到岗出诊。
周二，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每一名医护都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心
党支部的动员信，信中写到：“疫情防控
已进入新的阶段，面临新的任务和挑
战，让我们再一次激起黄金般的意志，
承担起新冠病毒感染者医疗救治和日
常诊疗服务……”

康复后二次感染的概率有多大？是不是“早阳早
好”？能否及时监测到病毒最新的变异情况？……针
对当前公众关切的诸多疫情热点问题，“新华视点”记
者采访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进行解答。

热点1
病毒是否存在多个“版本”且北强南弱？

近期，网络上出现一种说法，认为南北方流行的
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同，导致北方的感染症状比南方
的更明显。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介绍，

我国现阶段流行的新冠病毒以奥密克戎变异株BA.5的
亚分支BA.5.2和BF.7为主，其中，北京流行的变异株以
BF.7为主，广州流行的变异株以BA.5.2为主。

从临床医学角度看，两种略有不同的毒株是否
有症状强弱之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表示，只
要这个病毒还是奥密克戎分支，毒性、致病力和传染
性不会有本质改变。至于有人会发烧明显一点，有
人会咳嗽明显一点，主要还是因人而异，同自身免疫
力、年龄、基础疾病等有关系。

热点2
康复后二次感染的概率高吗？

部分群众非常关心，自己感染奥密克戎并康复
后，是否会二次感染？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介绍，
二次感染是指感染康复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次感染新
冠病毒，常常由于新冠病毒变异导致。从二次感染出
现的时间来看，一般有一段间隔期，不会说感染以后很
快二次感染，同一毒株的二次感染概率极低。
王贵强表示，二次感染主要还是指变异株的突破

性感染，突破性感染的时间间隔和临床表现是密切相
关的；间隔时间越短，症状越轻，间隔时间长了以后症
状就偏重，这和人体内的免疫抗体有直接关系。

热点3
康复者为什么有的“复阳”？

不同于二次感染，“复阳”指的是感染者在同一
感染周期中两次出现阳性结果。

王贵强表示，准确地说，“复阳”应该叫“再检
出”，在既往研究中并不鲜见。实际上病毒核酸持续
存在，只是因为检测、采样方法不规范以及排毒的间
歇性，导致出现时阳时阴的情况。是否“复阳”，应该
以核酸检测作为标准。
王贵强介绍，从传染性来看，以往大量研究中没

有从“复阳”感染者体内分离到病毒，也没有看到其
导致进一步的传播，因此，“复阳”以后的传染性是极
低的。从危害性来看，只有个别人出现咳嗽、不适等
残留症状，“复阳”的人群基本没有症状。

热点4
是不是“早阳早好”？

王贵强表示，奥密克戎的致病力明显下降，但感染后仍
有部分人出现临床症状，包括发热、肌肉关节酸痛、咽喉肿
痛等表现，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正常工作。为避免短时
间内出现大量病人，对医疗机构造成巨大压力，专家不主
张、不建议主动感染病毒。老年人尤其是没有打疫苗的老
年人，一定要做好防护，尽量不要在第一轮流行高峰感染。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感
染奥密克戎之后，仍存在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这种风
险在各个年龄段都会有所体现，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
的人群风险比例会更高一些。接种疫苗可以降低这种
风险，建议尽快接种疫苗或完成加强接种。

热点5
居家患者如何判断症状加重需尽快就医？

从目前数据看，感染后大部分表现为轻型或无症
状，重症病例非常少，大部分感染者都可以居家监测和
治疗。如何判断症状加重需尽快就医？
王贵强介绍：一是出现呼吸困难和气短；二是经过

药物治疗后仍发烧超过38.5℃，持续3天以上；三是原
有基础病加重，用药也控制不住，或出现心前区疼痛；
四是儿童出现嗜睡、呕吐、腹泻、拒食等情况；五是孕产
妇出现头痛头晕、心慌气短或者胎动异常等情况。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副主任杨汀提醒，有呼吸疾病

的患者感染后容易给原发基础疾病带来进一步变化，患者
可以通过及时监测血氧饱和度，了解病情是否有变化。

热点6
部分地方买药难何时能缓解？

近期部分地方感冒药、退烧药紧缺。工业和信息
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周健表示，正在千方百计推
动企业迅速稳产达产，扩能扩产，加大重点药物市场供
给。我国医药工业基础坚实，相关药品的产能会很快
得到释放，能够有效保障群众的用药需求。
精准投放药品，是解决资源错配、避免药物浪费的

关键。周健表示，已经指导各地有关方面制定工作方
案，按照患者优先、精准投放的原则，优先保障医疗机
构、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药品供应。同时，组织大型网上
药店开发患者线上购药平台。

热点7
能否自行服用抗新冠病毒药物？

王贵强表示，第九版诊疗方案中推荐了三种抗新冠
病毒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
合包装和阿兹夫定，早期使用都可能减少重症的发生，
缩短病程、缩短病毒排毒的时间。但这三种抗新冠病毒
药物都应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

其中，单克隆抗体需要静脉给药，需要在住院期间
使用，在门诊或者家里不适合使用；奈玛特韦属于小分
子抗病毒药，适应症人群是轻型和普通型，使用时要特
别注意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阿兹夫定可以用于治疗新
冠肺炎，但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热点8
发热门诊排长队问题如何解决？

近一段时期来，部分城市发热门诊的诊疗需求增
加比较快，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示，有关部
门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二级以上医院
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要开设发热门诊或发热诊室，
进一步简化发热门诊就诊流程，很多地方也开设了发
热门诊的简易门诊。

同时，推动分级诊疗，大力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
焦雅辉介绍，基层主要是实施健康监测，特别是重点人
群的健康监测和健康管理；二级医院提供技术、人力各
方面的支持保障，满足一般诊疗的需求；三级医院重点
满足急危重症患者的诊疗需求。通过这些方式，削减
医疗机构瞬时的就诊高峰，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热点9
如何保障老人、孕产妇、慢病患者基本医疗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高光明表示，
已要求基层医疗机构对空巢独居的老年人、孕产妇、有
基础疾病的患者、血液透析患者等特殊人群，建立台
账，做好必要的医疗服务保障。

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转诊衔接工作。高光明表
示，轻症、无症状和基础性疾病比较稳定的患者，还是
建议在家进行隔离，进行居家治疗。对于重症和有重
症高风险因素的患者，可以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要
把宝贵的120急救资源留给行动不便或者急危重症的
患者使用，保障120生命通道始终高效畅通。

热点10
能否及时监测到病毒最新的变异情况？

许文波介绍，疫情防控策略优化之后，中国疾控中
心病毒病所根据多个新冠病毒亚型在我国共循环的现
实情况，制定了我国人群新冠病毒变异株监测工作方
案。方案要求每个省选三个城市，每个城市选一个哨
点医院，每个哨点医院每周采门诊急诊病例15例、重
症10例和所有死亡病例的标本进行基因组测序和分
析，并且在一周内上传测序数据。
许文波表示，通过该方案的实施，可以实时动态监

测奥密克戎系列变异株在我国流行的动态和各个亚型
的构成比例，以及具有潜在生物学特性改变的新变异
株的临床表现、传播力、致病力等，为疫苗研制、核酸和
抗原等诊断试剂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回应当前公众关切

（上接第1版）

警民之间不仅要距离近，还要心与心贴得更近，这也
是从“枫桥经验”中感悟到的基层治理之道——
减负！把社区民警从繁杂繁重的警务工作中剥离出

去，不再参与派出所办案，并为每个警务区配备两名责任
心强的辅警；

增援！市局、分局先后有3880名警力下沉派出所，
为基层社会治理充实力量；

赋能！权力下放、资源下沉、保障下倾。如今，派出
所警力占分局总警力数达53.3%，社区民警数占派出所
警力数的41.7%。

如今，派出所变“坐等服务”为“主动上门”，社
区民警从“下社区”变“驻社区”，服务“窗口”开到了
百姓家。
红桥区和苑街道梦和园社区，包括梦和园、国和园两

个自然小区。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左手边便是公安
和苑派出所社区民警周建军与李斌每天工作的地方。社
区警务室与党群服务中心合署办公，让居民“进一扇门”
解决烦心事。不仅是“物理融合”，更需要“化学聚变”，社
区警务和网格化服务管理实现“四合四联”，就是平台整
合、力量联结；职能耦合、管理联动；系统聚合、信息联通；
服务融合、风险联控。
除了社区民警这个头衔，周建军、李斌还兼任社区党

组织副书记，“他们也是我们社区居委会班子成员，所以，
只要有事，或者人手不够时，招呼一声就行。”在梦和园社
区党委书记商振伟看来，一抹藏蓝在身边，不仅是安全
感，也让他们在解决邻里纠纷或是化解家事心结时更得
心应手。
商振伟举例说，不久前，一位大爷反映楼上的小孩跑

来跑去，弄得他心神不宁。过去像这样的邻里纠纷，社区
工作者做工作若是不起效，就报警。社区民警出面就不
一样了，因为之前入户彼此了解，更能找准“症结”，再加
上以法说理，心结更容易被打开。“团结就是力量，现在我
们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智往一处谋，共同攻克居
民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
让社区民警轻装上阵，回归主业，带来另一改革红利

是激发干事创业“新动力”。
每天8时30分，到达社区警务室后，周建军与李斌第

一件事就是要和商振伟碰头，梳理居民在微信群里反映
的问题，对前一天的辖区警情进行分析，然后开始一天的
入户走访工作。

在随周建军去往其管辖小区的路上，他对记者
说，以前，派出所工作是值大班、混着干，社区工作干
一半就会被其他事情牵绊，搁置一边，“下沉”不到居
民身边，就很难“打捞”民意。现在，天天和居民见面，

他们也会把你当成自己人，特别是通过努力把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解决了，自己收获的是一份价值感，“各种警
务保障以及晋升的机会都在往基层倾斜，我们没有理由不
好好干。”
“警心”“民心”是否贴得近？从周建军进入小区就可以

感受到。“周警官，来了，按照你上次说的，我把防电诈知识
讲给儿女听。”“上次多亏了你，帮我解决了吃饭难题。”“小
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又有人想加入咱们巡逻队，咱们的
队伍又壮大了。”……采访时，正值津城迎来入冬以来最强
寒潮，然而，寒冷却挡不住居民见到周建军那股热情劲儿，
那份热情仿佛在诉说着——你与群众有多近，群众就和你
有多亲。
“今年以来，各级公安机关排查化解矛盾纠纷28万余

件，化解率达96.3%；电信诈骗发案数、损失数连续8个月实
现‘双下降’，这些都与我们坚持‘大抓基层、大抓基础’，提
升治理效能密不可分。”市公安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人
民”从来不是抽象的，“人民”二字背后，是辖区一个个具体
的居民，是一份份具体的需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
穿党的二十大报告始终，这也是天津公安机关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将继续夯实基层基础工
作，以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为契机，紧紧围绕‘矛盾不
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目标，忠实践行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用公安力量营造更加和谐有序的社会
治安环境。”

改革带来双赢

基层派出所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也是公安机关服

务群众的前沿阵地，更是老百姓感知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最

近距离”。

小小派出所是检验为民情怀的“试金石”。走进公安

红桥分局和苑派出所，大厅里只有一名值班民警，眼前的

“清静”，让记者心里不由得纳闷——“以前的派出所里不

都是人来人往的景象吗？”在随着社区民警入户走访的过

程中，记者心中的疑问，渐渐有了答案，原来，现在的派

出所是变“坐等服务”为“主动上门”，将“窗口”开到了

百姓家。

曾经，派出所民警因为有接不完的警情、调不完的矛盾

纠纷，一个班下来常常疲惫不堪。如今，“网格+警格”的联动

联治机制，将矛盾纠纷吸附在社区，让派出所告别“负重”，可

以轻装上阵迎挑战。

锐意革新天地宽。派出所改革既激发了基层治理活力，

也让基层所队焕发“新活力”，这是一份实现双赢的“答卷”。

“窗口”开到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不少市民现
在已经扛过了发热，熬过了咳嗽，进入
了“阳过”阶段。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
疾病预防控制所专家昨日给出四点生
活方式建议。
首先，注意摄入营养丰富且清淡的

食物，切勿暴饮暴食。要吃一些营养全
面、少油少盐、容易消化的食物，多吃新
鲜蔬菜、水果。保证摄入优质蛋白质，
如蛋、奶、鱼、虾、禽、肉及豆制品。
其次，开始循序渐进的身体活动，

切勿剧烈运动。大部分人居家治疗期
间以躺卧为主，活动量较往日减少，这
就导致了恢复后乏力、身体酸痛，同时
也会伴随心肺功能下降，肢体功能下
降等。这种情况下可先适当进行舒缓
的运动，比如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

运动强度以次日不出现疲劳感为宜。
运动量的增加需要循序渐进，形成一
定的规律，这样才能对身体产生良性
刺激。
再次，保持充足的睡眠，切勿过度

熬夜。良好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基
础，适当“多睡”，还是治病和康复的良
方，机体在睡眠中可以合成、释放多种
生长激素，促进机体合成能量物质，加
速损伤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从而
恢复体力。
最后，调整心理状态，切勿过度焦

虑。很多人担心返岗后二次感染，是
不是会传染给同事，出现了恐慌、害怕
的情绪；还有很多人因为长期居家办
公出现了情绪低落、精神不振、注意力
难以集中等表现。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