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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1 月 13 日，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少年展示书写的

春联。 新华社发（王培珂 摄）山东

多 彩 寒 假

图为 1月 13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花田村画溪书院，

孩子们在志愿者组织下参与趣味游戏。 新华社发（赵春亮 摄）

图为1月13日，河北省沧县感化屯村沧州落子老艺人蒋松林（右

一）向孩子们传授沧州落子表演的基本动作。新华社发（傅新春 摄）

图为 1月 13日，在湖南省资兴市五岭农耕文明博物馆，工作人

员指导学生手工制作套花。 新华社发（李科 摄）

图为 1月 15日，在吉林省吉林市，学生们利用寒假时光参加户

外冰雪运动，尽享冰雪乐趣。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江西

河北

湖南

吉林

近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多地迎来

降雪天气。

图为 1月 15日拍摄的江苏扬州瘦西湖

雪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孟德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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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柞水木耳”到“大同黄花”，近年

来在农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

间地头、产业园区，调研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总书记明确提出“做好‘土特产’文章”，

为以特色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进一

步提供根本遵循。

做 好“ 土 特 产 ”文 章 ，根 在 水 土 。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 ，一 方 水 土 产 一 方

物。作为社会发展的地理空间和物质

载 体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既 是 对 我 国 多

样 化 生 态 系 统 的 表 述 ，也 是 对 我 国 多

样化农业生产系统的概括。从东北平

原 、华 北 平 原 到 江 汉 平 原 ，从 黄 土 高

原、云贵高原到四川盆地，从黑土地、

黄 土 地 到 红 土 地 ，从 水 田 、旱 田 到 山

地，不同的气候、土壤、水源形成独特

的 自 然 资 源 和 农 业 资 源 ，每 一 片 水 土

都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物 产 ，这 是 特 色 农 业

的自然之根。把这个“根”留住、扎牢，

就 要 以 绿 色 发 展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统 筹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系 统 治 理 ，加 强 乡 村

环 境 问 题 综 合 治 理 ，增 加 农 业 生 态 产

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

统一。

做 好“ 土 特 产 ”文 章 ，根 在 农 民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发 展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拓 宽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渠 道 ”。 农

民 最 懂 农 业 ，土 生 土 长 的 劳 动 者 最 了

解 自 己 这 一 方 水 土 。 发 展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要 突 出 农 民 主 体 地 位 ，尊 重 农

民 意 愿 ，把 保 障 农 民 利 益 放 在 第 一

位 。 要 坚 持 立 足“ 大 国 小 农 ”国 情 农

情 ，在 引 导 资 本 促 进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

促 进 农 民 合 作 社 规 范 发 展 的 同 时 ，使

农 户 更 好 地 参 与 收 益 共 享 ，从 生 产 种

植 到 加 工 物 流 ，不 能 把 农 户 从 产 业 链

中 挤 出 来 。 要 因 地 制 宜 ，促 进 广 大 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特别

是要保护、发掘、培养更多“土专家”“田

秀才”，使他们成为致富“带头人”，使乡

土人才、乡土物产真正“富”乡土。

做好“土特产”文章，根在文化。凝

聚了生产者心血和消费者情感的土特

产，既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也满

足乡土乡愁的精神需求。土特产的发

展史，既是一部作物生产史，也是一部

乡土文化史。从故乡的一袋米面到一

瓶白酒黄酒、一盒红茶绿茶，从一方丝

绸、刺绣到一块蜡染，从地域标识、制作

方法到包装设计，无不渗透着特定的历

史文化内涵，唤起的是乡愁，浓缩的是

乡思。

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亿万种土

特产的涓涓细流，汇聚起发展生态低碳

农业，赓续农耕文明，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的历史洪流。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 土 ”要 有 根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先后制定十版防控方案，出台“二十条”“新十条”

优化措施，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面对

新冠疫情，我国始终强调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每一次

优化调整都依据客观情况，因时因势、审慎抉择。

正是以防控战略的稳定性、防控措施的灵活性，我

国三年来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最大程度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学稳健，筑起疫情“防波堤”

2023 年 1 月初，北京，发热门诊和诊室总数达到

1263家，ICU 开放床位数增至 7000余张。

据 北 京 市 卫 健 委 通 报 ，全 市 发 热 门 诊 接 诊 量 从

2022 年 12 月 15 日最高峰 7.3 万人次，逐渐回落到 2023

年 1 月 4 日 1.2 万人次；急诊接诊量从 2022 年 12 月 30 日

最高峰 5.2万人次，逐渐回落至 4.2万人次。

面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我国始终以科学之策

应对非常之难。

三年来，我国经历了突发疫情应急围堵、常态化疫

情防控探索、全方位综合防控等不同阶段，根据不同阶

段的不同挑战，积极有序调整防疫政策，不断提升防控

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回望 2020年初，新冠病毒突袭。

4 万余名医务人员白衣执甲，星夜驰援；抢建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方舱、重症床位不断扩容；调集最先进

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我国以坚决果断的勇气和

决心，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打赢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

病毒狡猾，快速变异后卷土重来。阿尔法、贝塔、

伽马、德尔塔……毒性没有明显减弱，传播力和隐匿性

却变得更强。全球经受了数波疫情冲击，多国反复经

历“放开—封控”的循环，并为此付出数以百万计的生

命代价。

在我国，开展人、物、环境等多渠道监测预警，快速

进行流调，第一时间精准落实管控措施……不追求零

感染，但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

常态化防控的特点。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

总方针，以“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核心，

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在病毒最凶猛的阶段，我国

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找准合适的平

衡点。

三年来，凭借 14 亿多人共同筑起的疫情“防波堤”，

我国有效处置 100 多起聚集性疫情，抵御住了一波波全

球疫情大流行的冲击，极大减少了重症和病亡人数。

全 国 绝 大 多 数 地 区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也 稳 步 向

前。2020 年我国是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2021 年经济规模突破 110 万亿元，两年平均增

长 5.1%。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

组组长梁万年表示，基于国情，我国在疫情常态化防控

的同时，积极加快药物研发、疫苗接种、能力培训、物资

储备等各项工作，明显提升了抗疫的能力和系统的韧

性，为我国进一步优化调整策略和措施创造了条件。

稳中求进，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2022 年 12 月 13 日 0 时起，“通信行程卡”服务正式

下线。

自 2020 年 3 月上线以来，“通信行程卡”累计提供

查询服务超 890 亿次，最高单日查询量近 4 亿次，为流

调人员及时定位病毒传播链提供坚强助力。

三年来，我国秉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在抗疫实

践中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从先后印发十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到实施“二

十条”“新十条”优化防控措施，再到将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

类乙管”……我国始终坚持边防控、边研究，边总结、边

调整。

新冠病毒致病力下降，是我国优化防控措施的重

要前提。

迎战奥密克戎，中国对病毒变异株的认识越来越

深入。传播指数 R0 值最高攀升至 21，这意味着在没

有干预的情况下“1 传 21”，感染人数呈几何指数增加，

奥密克戎的防控难度已非之前几代新冠病毒变异株

可比。

然而，病毒变异大方向在传染力更高、潜伏期更短

的同时，其致病力在减弱，也更趋向于感染人体上呼吸

道。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相较于原始毒株和随后出

现的其他变异株，奥密克戎的致病力趋于温和，病毒变

异总体朝着季节性传染病方向发展。

病毒的危害性、人群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承

压能力、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自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始终密切关注这三者之间的平衡。

启动全球最大规模疫苗接种，截至 2022 年 11 月上

旬，我国全人群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已超过 90%；推进

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立平战结合的重大疫

情防控救治体系……我国在抗疫实践中既重视补安全

短板，又着眼长远织牢防护网。

坚持稳中求进、走小步不停步，主动优化完善防控

政策，是我国疫情防控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李斌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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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控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系统应对，保障转段平稳有序

2023 年 1 月 3 日，上海市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原来有 10 个补液位的补液区，“扩容”到 27 个补

液位，一天内可满足约 100名患者的补液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超过 1.6 万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的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超过

4.1万个。

统筹调配医疗资源，增设发热门诊，扩容医院重症

床位；入户为高龄老人接种疫苗、上门发放健康防疫

“爱心包”；根据健康风险等级，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开

展健康监测，以绿、黄、红不同颜色进行分级标识；布洛

芬、对乙酰氨基酚两类重点解热镇痛药日产能达到

2.02 亿片，抗原检测试剂日产能达到 1.1 亿人份……面

临疫情防控新形势，一系列保障措施接连落地。

《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新冠重点人群

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疫

情监测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检测方

案》……密集出台的系列文件，为新阶段迎战疫情提供

指引，增添信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是在综

合分析病毒变异、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基础上做出的

重大决策，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的要求。

随着春运到来，人口大规模流动将对各地尤其是

广大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考验，需要系统应对，完

善准备。

太行山深处，天刚蒙蒙亮，村医就开始准备送医送

药。河北省保定市组建了 5000 多支家庭巡诊小分队，

为群众提供上门送医送药、研判病情、协助转诊等医疗

服务保障，并为辖区 65岁以上重点人群建档立卡。

通 过 发 动 乡 村 医 生 与 志 愿 者 ，保 障 群 众 就 医 用

药，为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居家健康服务、做好转

诊服务等，多地正根据疫情防控新任务，全力构筑基

层新防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全球大流

行尚未结束，疫情走向仍有不确定性。“乙类乙管”绝不

是放任不管，而是要把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

康、防重症”，确保疫情防控转段平稳有序。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因 时 因 势 做 出 科 学 抉 择
—我国三年抗疫实践系列述评之二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