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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防线 降低风险
本报记者 闫晏宏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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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口罩的售价是多少？有产品
合格证、进货商资质吗？”

“散装食品从哪儿进货？外包装是否
标明厂名、厂址、生产日期？”

“请出示冷冻肉品的进货凭证、检验
检疫证明、核酸检测报告。”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节日消
费特点，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药店、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民
用食品、日常防疫用品的监督检查，全力
消除舌尖上和消费中的各类风险隐患，确
保全市“菜篮子”和“米袋子”量足价稳，让
广大群众过个“放心年”。

在检查中，该局围绕节日市场消费
量大、群众关注度高的肉制品、乳制品、
酒水类、生鲜蔬菜、散装食品、冷冻食品
等重点品种，从进货凭证、食品包装、标
签标识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督促经营
主体落实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制
度，做到渠道规范、明码标价，严禁销售
过期、“三无”等劣质食品，加强食品安全
管理。同时重点检查冷链食品的进出凭
据、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报告、消毒
证明等，确保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春节期间，餐饮市场将迎来消费高

峰。该局执法人员多次走进大街小巷的
早餐夜市、连锁餐饮、集体供餐等单位，
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餐饮具清
洗消毒、作业环境、设施设备和公共区域
的消杀及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坚决取缔
无证生产加工和经营食品行为，严厉整
治使用劣质原料、卫生脏乱差等问题，严
格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管控，确保生
产安全、食品安全，引导广大餐饮单位积
极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倡导厉行节约”

“公筷公勺制”等文明餐桌行动。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口罩是每个人

的必需品，重点查看了药品经营单位的营
业执照、经营范围，核对所售口罩外包装
的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编号、产品合格证、
进销货价格等内容，从根本上确保我市疫
情防控用品质量安全。并且持续加大对发
烧药品禁售的管控力度，形成闭环管理。”

该局局长曹洪安表示，“为了确保广大市
民的入口安全，要加大日常监管和抽检力
度，对潜在食品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预防、
早治理，严厉打击各种违规违法经营活
动。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违规销售等问题，将严肃处理，顶格处
罚，不留余地，形成震慑。”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春节消费警示：
要避免用手直接触摸冷链食品及其外包
装，烹饪时一定要做到烧熟煮透；订购外
卖，要查验订购食物是否密封盛放，防止配
送污染；在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活动时要
服从防疫管理，配合体温测量、“两码”查
验；不要盲目抢购、大量囤积生活用品。

春节期间，该局还将持续加强节日
市场的监管，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
道，全力保障节日消费安全。

为指导各县（市、区）切实做好春运
期间疫情防控和错峰出行工作，降低因
春运造成的疫情传播风险，市交通运输
局就交通场站疫情防控工作制订优化
方案，确保平时能服务、应急能保障。

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减少人员集中流动

根据春运期间火车站、机场、客运
站等重点区域人员流动性增大的特点
和疫情防控形势，市交通局要求各县
（市、区）交通运输局统筹运输需求和
运输能力，加强运力供给，充分发挥

“互联网+城市客运”的优势，积极开展
“ 定 制 服 务 ”。通 过 电 子 站 牌 、手 机
APP、微信公众号、95128电召平台等信
息化手段提供公交实时位置信息和换
乘查询服务以及网约车乘车信息，减
少乘客排队聚集时间，更好满足个性
化出行需要。

减少人员聚集
降低在途风险

减少交通运输站场人员聚集。按照
最新版《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
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规定,严格
落实清洁消毒通风要求，特别是对公共
部位等进行预防性消毒，确保实施频次
和效果。强化客运站内客流疏导组织，增
加岗位服务人员，有序疏导乘客分散候
车（机）和排队登车（机），通过标语、广
播、视频等媒介开展防疫常识教育,落实
戴口罩、一米线距离、查验健康码、行程
码等防疫要求。督促检查工作人员、驾驶
员,特别是出租车驾驶员落实“测温上
岗”“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要求,严禁带
病工作。

坚持“人物同防”
强化冷链物流领域防控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持续强

化“人物同防”,切实防止疫情通过冷链
物流渠道传播。

对进入辖区的快递包裹、交通工具
进行严格消杀，未经消杀,货物不卸车，
快递包裹不投递。冷链运输企业严格执
行信息登记制度，每日上报,详细记录
车辆、司机、装卸货时间、地点、物品、
行驶路线等信息,督促货运场站等经营
单位,确保冷链货物源头可溯。在承运
进口冷链食品前查验进口冷链食品海
关报关单据及检验检疫证明，不得承运
无法提供来源及检疫证明的进口冷链
食品。司机和随行人员在运输过程中不
得擅自开箱，不得随意打开冷链食品包
装直接接触冷链食品。运输车辆承运进
口冷链食品时不得同车运输其他物品,
每承运一车冷链食品装货前和卸货后
要对车厢内外进行消杀,严防零散货运
中夹带冷链食品。冷链工作人员定期进
行核酸检测、优先接种新冠疫苗。全面
做好货运车辆、场站、快递包裹消杀及
从业人员防护、接触人员核酸检测等工
作，切实保障一线人员安全。

扎实做好消毒液、口罩、体温仪、防
护服等防疫物资储备,确保关键时候拉
得出、供得上,切实保障一线防控人员的
物资需要。

农村是疫情防控重点，临近春节，市
卫健委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防控的

“哨点”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员”。

乡村医疗卫生人员作为基层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防线，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制定
了学习计划，加大了培训力度，通过视频
培训、发放技术指南等方式灵活开展防控
知识培训，进一步提升疾病识别、初步处
理、感染控制和防护能力。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积极协助做
好对返乡人员、流动人口的追踪、筛查，
加强健康管理。加强对重点疫情发生地
区返乡人员的排查、登记、随访，做好健
康状况监测，了解是否有发热、咳嗽等不
适症状，落实居家观察等措施，发现异常
情况及时报告处置。

同时，市卫健委加大对2020年12月

22日以来所有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人员的排查力度，并进行详细的记录备
案，形成排查日报告，并以这部分人员为
演练对象，开展密接人员摸排、流调、核酸
检测等全员实战演练，提高基层医疗卫生
人员应急能力和快速处置能力，切实筑牢
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为了进一步压实责任，市卫健委制
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十严禁”

“十必须”。要求严禁未佩戴或不正确佩
戴口罩人员进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严
禁未测量体温进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严禁未查验健康码、行程码进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严禁不询问行程、居住史进
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严禁医务人员未
经培训上岗执业；严禁虚报、瞒报、漏报、
谎报发热患者信息；严禁未设置发热诊
室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留诊发热患者；

严禁村卫生室给发热患者出售发热药
品、输液和一推了之或简单告知；严禁无
关人员进入发热哨点诊室；严禁违反医
院感染等疫情防控规定。必须执行预检
分诊制度；必须落实首诊负责制、首报负
责制；必须做好就诊人员及陪护人员信
息登记，落实发热患者“一人一诊一室”
管理；必须做好发热患者闭环管理；必须
落实发热诊室日报告制度；必须规范清
洁消毒工作；必须严格医疗废物管理；必
须严格发热诊室隔离区域设置；必须严
格医务人员防护措施；必须向辖区居民
科学开展健康宣传教育工作。

同时严明接诊纪律，严格落实预检
分诊制度，对所有就诊人员均须进行“一
看一测一查一问”。严密落实首诊负责
制，对发热患者信息进行详细登记，并引
导至发热门诊或发热诊室就诊，必要时
直接联系县级定点医院进行转运，形成
闭环管理。严格监督检查，实行疫情防控
网格化责任制管理，各县（市、区）卫生健
康和体育局、医疗集团、乡镇卫生院（中
心）、村卫生室（站）形成一级抓一级的督
查体系，形成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
力的联防联控局面。

“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是否
意味被感染”“什么人群应做核酸检测，
去哪儿检测”“过年期间，如何做好自身
防护”……记者就广大市民关注的热点
问题采访了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
组组长、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刁士琦。

眼下正值冬春交替之际，极易受到
多种疾病的侵袭，不少市民难免内心紧
张：“如何区分普通感冒、流感与新冠肺
炎早期症状？”对此，刁士琦指出：“三者
之间虽存在明确区别，但在症状上是很
难区分的，所以详细的流行病学史、实
验室的鉴别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出现发热（腋下体温大于等
于 37.3℃）、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
感染症状，且有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或
居住史，或发病前 14天内曾接触过来
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发热伴呼吸道病状
的患者，应尽早去市第三人民医院胸
科病区发热门诊进行排查、诊治。就医
时要如实详细讲述患病情况和就医过
程，尤其是应告知医生近期是否有中
高风险地区旅行和居住史、肺炎患者
或疑似患者的接触史、动物接触史等，
进行血常规、流感抗原、肺炎支原体检
查，甚至是胸部 CT 等检查，加以鉴别
诊断。诊疗过程中应全程佩戴外科口

罩，以保护自己和他人。
若是就地过年，是否需要核酸检

测？哪些人群必须要做检测？刁士琦表
示：“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人
员，行程码显示有中、高风险区域旅居
史的人员，与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
染者有接触史的密接、次密接人员，直
接接触冷冻冷藏冷链物流及相关工作
的人员等重点人群要做到应检尽检，使
个人放心、家庭放心、单位放心、社会
放心。对其他人群则采取‘愿检尽检’
原则，有需求者可去我院传染病区进行
核酸检测。”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疫情零星病
例散发，面对严峻、紧迫的防控形势，
广大市民如何调解情绪，增强机体免
疫力？刁士琦建议：“放下手机，适量
运动，保持合理饮食；不要过于关注
负面信息，不必过度紧张，又要保持

戒备；出入餐厅、医院、商场等人员密
集场所时，与人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避免不清洁的手接触口鼻；理性对待
疫情，通过学习了解新冠病毒的有关
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自律自护，科学防控。市第三人民
医院作为我市定点医院，在 2020年新
冠肺炎暴发期间，根据我市气候特点、
地域特征、人群体质等，参照国家及山
西省中管局推荐的预防方剂，在山西
省名老中医预防方基础上，制定了适
合我市人群服用的“新冠肺炎”预防
方。刁士琦在此推荐给大家：黄芪 9g、
防风9g、白术9g、芦根9g、银花9g、连翘
9g、神曲 9g、甘草 6g。以上方药可以代
茶饮；或水煎 200毫升，每日一次口服；
或颗粒剂，按说明书服用，可连续服用
6天。此药方最好在专业中医师的指导
下进行。

快过年了，不少人陷入“纠结”：既
期盼团圆又担心疫情。不用慌，不用担
忧，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主任
医师史临爱来“支招”，让大家舒心、放
心、安心地享受新春佳节。

眼下，家家户户忙着“备战”春节，
外出购物、打扫卫生应注意什么？史临
爱建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购
买年货，尽量避免人群聚集，结账时采
取无接触付款方式。若外出务必做好个
人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间距
三个基本原则，接触冷链物品后应尽快
洗手、消毒，随时做好手部卫生。对办公
室、住宅进行卫生清洁后，要正确使用
消毒产品，切不可大面积喷洒酒精、不
可混用消毒液，垃圾应日结日清。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口罩成了每
个人的“标配”，但是你的口罩选对了吗？
戴对了吗？史临爱强调：“外出时可选择
普通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等，无需佩
戴医用N95防护口罩。佩戴口罩应注意
贴合面部，用双手食、中指指尖从中间位
置向两侧移动和按压口罩上的金属条，
保证口罩的密闭，以确保防护效果。口罩
无需一用一丢弃，摘掉后可悬挂于干燥
通风处存放，不可喷洒消毒剂或将使用
后的污染面向外置于桌面。”

同时，在公共场所还应注重文明、
卫生礼仪，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
要用纸巾、衣袖或肘弯部遮挡口鼻，使
用后的纸巾、口罩应包裹密闭后丢弃在
有害垃圾箱内。接触公共设施、探访医

院、触摸动物、处理垃圾后要做到及时
洗手，学会正确洗手，即内-外-夹-弓-
大-立-腕“七步洗手法”。

每逢过年，各种活动少不了。史
临爱提醒：“非必要不出境或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鼓励大众就地过年，减
少聚集、聚餐，避免接触野生动物，
拒绝食用野生动物，避免共用日常
生活物品（如牙刷、餐具、毛巾、床单
等），养成‘一米线、公筷制、分餐制’
等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室内温
度适宜的前提下，每日对房间进行 2
至 3 次、每次 30 分钟通风，非必要不
开空调。”

需要关注的是，由于节令变化，气
候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是呼吸道传
染病的高发季节，史临爱传授“十五字
要诀”：“常通风、勤洗手、食熟食、饮热
水、晒被褥！”

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健康的守护
者，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养成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事做起。用实际行动践行“防控
疫情，人人有责”！

日前，记者就如何做好假期日常消
毒工作采访了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科科长梁红云。

预防性消毒以清洁为主，及时清理
垃圾，保持空气流通；消毒产品应符合
国家卫生健康部门管理要求，高频接触
的物体表面（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加强
清洁消毒，有人的时候不建议喷洒消
毒。

谈到家庭消毒，梁红云说，配制
消毒液时，要做好个人防护；居家使
用酒精时需注意防火和爆炸风险。合
理安全使用消毒剂，手消毒选 75%酒
精或季铵盐类；物体表面擦拭消毒
（如门把手、楼梯扶手等），可直接用
消毒湿巾，或选含氯消毒剂、季铵盐
类消毒剂等。家人都健康时，做好日
常居家清洁。若有疑似/确诊患者必
须在家里短期滞留时，每天需对居家
场所进行清洁和消毒，患者就医后，
要对居家场所进行规范彻底的终末
消毒。对餐饮具的消毒，推荐使用开
水煮沸 10 分钟。取快递时，先对外包
装 喷 洒 250-500mg/L 含 氯 消 毒 液 或
75%酒 精 进 行 消 毒 ，或 戴 一 次 性 手
套。钥匙、手机等个人小件用品可采

用棉球蘸取医用酒精进行擦拭。注
意：擦拭手机等电器产品时，需要关
机并等待仪器完全冷却，避免静电等
导致起火或爆炸。去医院看病、探视
病人时要对外套进行消毒处理，优先
选用煮沸法物理消毒，对于不耐高温
的布料，可用含氯消毒剂浸泡消毒。

工作单位如何消毒？梁红云说，要
加强室内通风换气。使用空调系统时，
要定期对空调滤网清洗消毒。高频接触
的物表要加强清洁消毒，每日至少一
次。垃圾、粪便和污水进行收集和无害
化处理。

如何做好手卫生？梁红云说，手上
无可见污染物时，可用手消毒剂揉搓双
手20-30秒；有污染物时，在流动水下，
用洗手液（肥皂）按“七步洗手法”洗手，
洗手后用一次性擦手纸或消毒后的毛

巾擦干净。去商场或超市购物，有条件
者可戴一次性手套或随身携带免洗手
消毒液。

梁红云强调，室内环境用化学消
毒剂进行空气消毒时，一定要在无人
的条件下进行。同样高频接触的物表
加强清洁消毒。要加强教室、餐厅、宿
舍、洗手间、洗漱间、图书室等公共场
所的环境卫生，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
毒为辅。尤其要搞好食堂安全卫生，工
作人员工作时戴口罩，穿工作衣，并做
好个人卫生。烹调用具、餐饮具和食品
柜等每次使用后应彻底清洗、消毒，餐
具要做到“一人一用一消毒”。垃圾、粪
便和污水进行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垃
圾桶保持清洁、定期消毒。垃圾全部实
行袋装化、桶装化，做到日产日清，清
运过程中应当采用密闭化运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春节期间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临汾市疾控中心检验科副科长杨
欢给出10点建议。

1. 佩戴口罩。外出时提前制定计
划，缩短外出时间，随身备用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乘坐公
交车、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或在超市、
商场、饭店、农贸市场、电梯等人群密
集的公共场所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口罩。

2. 归来后做好手部清洁。尽量减
少手直接接触公共场所的物品；外出归
来、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如扶手、门把

手、电梯按钮等)、选购冷链食品时，
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回家后，及时
用 75%的酒精消毒外包装，并及时

用肥皂或洗手液清洗双手。洗
手前双手不碰触口、鼻、眼

等部位。

3. 非必要不外出、不聚会。提倡就
地过年，错峰出行；减少到人员密集和
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活动，建议家
庭、朋友等聚餐活动，一般不超过 10
人，不大办酒席，不举办、不参与大型聚
集性活动，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安全的
社交距离。

4. 外出时要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
的社交距离。在乘车、就餐等时应尽量
选取隔位坐的方式保持安全间距，在商
场、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不聚集、不扎
堆，避免与有发热、咳嗽症状者近距离
接触。

5.聚餐用公筷。外出聚餐时，应选
择靠近出口处、卫生和通风条件良好的
就餐位置就餐；用餐时采取错峰和分餐
模式，选择公筷、自带餐具或使用一次
性餐具。

6. 做好健康监测。外出旅行归来，

应自我居家观察 14天，一旦出现发热、
干咳等身体不适，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
医生14天内旅居史。

7. 居家勤通风。每天早、中、晚应
对居室、办公场所、活动场所等开窗通
风 1次，每次通风 15分钟以上，保持空
气流动，通风时注意保暖。

8. 提倡拜年新风尚。提倡微信、电
话、视频拜年的新风尚，减少人员流动
与聚集；避免远距离长途旅行或探亲，
降低出行风险。

9. 关注食品安全。节假日期间需
要注意冷冻（藏）食品安全，密切关注注
政府部门发布的进口食品检疫信息政府部门发布的进口食品检疫信息。。注注
意养成个人良好的饮食习惯意养成个人良好的饮食习惯，，食品烹饪食品烹饪
前要彻底清洗干净前要彻底清洗干净，，吃的食物要煮熟吃的食物要煮熟
煮透煮透，，尤其是进口类产品尤其是进口类产品，，以及生蚝等以及生蚝等
贝壳类海产品贝壳类海产品，，不吃变质不吃变质、、不洁食物不洁食物。。

1010.. 有症状及时就诊有症状及时就诊。。一旦个人或一旦个人或
身边家人出现发热身边家人出现发热、、咳嗽咳嗽、、乏力和腹泻乏力和腹泻
等可疑症状等可疑症状，，应正确佩戴口罩并及时就应正确佩戴口罩并及时就
近就医近就医；；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汽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汽
车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就医时主就医时主
动告诉医生流行病学史（活动轨迹、接
触人群等），并配合开展相关的流行病
学调查。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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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超市精心选购年货市民在超市精心选购年货。。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摄摄

编者按 冬去春来，万物新生。在全市人民喜迎新春佳
节的欢乐时刻，本报今天刊发一组加强疫情防控和节日期
间如何做好防护的稿件，希望大家提高防控意识，做好个人
防护，过一个健康快乐、平安祥和的中国年。

科 学 防 疫 不 松 懈 健 康 平 安 过 春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