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取消入境航班熔

断机制，将风险区调整为“高、低”两类，纠正

核酸检测“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做

法，加快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物储备……二

十条优化措施公布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各地相继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风险区

如何划定？密接、时空伴随等怎样判定？坚

持做核酸有无必要？聚焦落实过程中公众关

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

家作出权威回应。

问题一：二十条优化措施是否意味着放

松防控？是否会加大疫情传播的风险？

答：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是放松防控，更

不是放开、“躺平”，而是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

和新冠病毒变异的新特点，坚持既定的防控策

略和方针，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这些调整，是基于多地疫情防控实践的

经验总结和相关评估数据作出的。近三年

来，我国根据全球疫情形势和病毒变异情况，

结合我国疫情防控实践经验，因时因势优化

调整防控措施。每一次调整优化，都经过反

复研判、科学论证，确保积极稳妥、风险可控。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稳中求进、走小步不

停步、符合我国国情、更加科学精准的举措。

这些调整要求更规范、更快速地开展防控，把

该管住的重点风险管住、该落实的落实到位、

该取消的坚决取消，充分利用资源，提高防控

效率。

问题二：有群众反映，其所在地方提出

“社区暴发地区”“社区传播明显地区”等，二

十条优化措施提出后，风险区如何划定？

答：二十条优化措施将风险区由“高、中、

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在科学精准管

控风险区域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管控范

围和人员。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实践应用以及今

年7、8月份的评估，中风险区的阳性检出率

约为3／10万，风险极低。为尽可能减少管

控区域和人员，取消了中风险区的划定。

根据二十条优化措施，原则上将感染者

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

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风险区，高

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

意扩大；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

地区划定为低风险区。高风险区连续5天未

发现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符合解封

条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

问题三：有群众反映，目前有密接、时空

伴随等多种判定。不同判定应采取什么样的

防疫措施？

答：密接是密切接触者的简称，一般指疑

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

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与其有

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第九

版防控方案共列举了9种密接人员类型，包

括共同居住人员等。

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明确，对密切接触者，

将“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

措施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

期间赋码管理、不得外出。同时要求，及时准

确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时空伴随人员是涉疫场所的暴露人员。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对于这类人员要求在

流调以后进行“三天两检”，及时排查。

不论是哪种管控方式，管控时间都是以

人员末次暴露的时间开始计算。对于管控的

时间，起始时间应该以判定为末次暴露的时

间为准，而不应该以追踪到这个密接的时间

开始算起。

问题四：当前，有的城市减少核酸检测点

位的同时，要求出入公共场所出具核酸阴性

证明。不少群众关心：是否需要坚持做核酸

检测？

答：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发生疫情以

后，基于流调研判，明确传播链清晰，没有发

生社区传播，无须开展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只

需对风险区域和重点有感染风险的人员进行

核酸检测，开展快速疫情处置。

二十条优化措施进一步强调，没有发生疫

情的地区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确定的范围

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不得扩大

核酸检测范围。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只在感染来源和传播链条不清、社区传

播时间较长等疫情底数不清时开展。

二十条优化措施还要求，制定规范核酸

检测的具体实施办法，重申和细化有关要求，

纠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做法。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二十条优化措施热点问答之一

新华社记者

中国饭店协会近日发布倡议书《饭店餐饮企业宴会宴席

反餐饮浪费指南十八条》，引导饭店餐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有效防止宴会宴席中的浪费行为。餐饮浪费具有顽固性、

反复性，反餐饮浪费必须常抓不懈、驰而不息，才能让文明节

俭风深入人心。

餐饮浪费不是小事，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社会道德

风尚，事关良好作风养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各地

大力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采取出台相关

文件、开展“光盘行动”等措施，大力整治浪费之风，“舌尖上

的浪费”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

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浪费可耻、节约为荣已成为全社会的

共识。但部分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还滋生出一些新

的餐饮浪费现象，比如外卖商家诱导过量消费、“网络吃播”

宣扬暴饮暴食等。

反餐饮浪费，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倡导绿色消费、弘扬勤俭节约精神作出战略部署和任务要

求，为反餐饮浪费提供了根本遵循。相关方面及时号召餐饮

企业把反对浪费的具体举措持之以恒落实到位，有助于促进

形成文明节俭的餐饮新风尚。

餐饮浪费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行业自律，更要靠制度的力

量。面对新形势新情况，要突出问题导向，围绕重点人群、关

键环节，进一步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反浪费举措，

让厉行节约的制度“密”起来、执行“硬”起来、惩戒“严”起来。

与此同时，持续不断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好表率，

改变一些人“要面子，讲排场”心理，培育人们健康文明的餐饮

消费观。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反餐饮浪费不能止

步，勤俭节约精神需持续弘扬，在这方面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切身加入到劲吹的餐饮节俭风尚中。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让 餐 饮 节 俭 风 劲 吹
新华社记者 刘怀丕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谢希瑶 潘洁）商务部17

日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1至10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898.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4.4％（下同），折

合1683.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

从行业看，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988.4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4.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1.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57.2％，高技术服务业

同比增长25％。

从来源地看，韩国、德国、英国、日本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106.2％、95.8％、40.1％和36.8％（含通过自由港投

资数据）。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分别增长12.4％、33.6％和26.9％。

前10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4.4％

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发布以
来，各地正在迅速贯彻落实，细化执行方
案。部分城市在判定高风险区时，及时精准
到单元和楼栋；有的地方在隔离转运、核酸
检测、医疗服务等方面，增添更多细节和温
度。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落实疫情防
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数据，11日到16日
群众投诉量下降39％。

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如何做好防
控工作，没有现成的答案。不断优化调整防
控措施，就要充分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
艰巨性、反复性，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坚持
稳字当头，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增强工作的
针对性。

面对复杂的防控形势，各地各部门要坚

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不
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近三年来，我国有效应对了全球多轮疫
情冲击，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重大积极成果。

保持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要在落实各
项防疫举措的同时加强分析研判，既持续整
治“层层加码”“一刀切”等做法，防止“一封
了之”，又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
了之”。

“一封了之”是庸政懒政。按照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一

些地方在及时纠正与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
十条优化措施不相符的做法。目前，各地
整治“层层加码”问题专班发挥主导作用，
指导各方面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的科学
性、精准性，及时纠正违反“九不准”等突出
问题，及时纠正“扩大赋码”、动辄“全域静
默”等简单做法。

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防控政策，要落
实属地责任，严禁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
产、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封控、长时间
不解封等“加码”行为，加大通报、公开曝
光力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严肃
追责。

“一放了之”是甩手掌柜。优化防控措
施不是放松防控，更不是放开、“躺平”。当

前，必要的防疫举措不能放松。二十条优化
措施对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等风险人员管
控方式作出了调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强
调，这是基于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实践评估数
据和风险研判，是为了更好地集中资源，提
高防控效率。

适应病毒快速传播特点，要严格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以快制
快，避免战线扩大、时间延长。要集中力量
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采取更为坚决、
果断措施攻坚，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尽
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决不能等待观
望、各行其是。

因时因势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实际
上对各地疫情处置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
严防两种过度倾向，把该管住的重点风险管
住，该落实的防控措施落到实处，该取消的
坚决取消，把有限的防控资源用在最重要的
防控工作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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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能实现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一封了之”“一放了之”都要不得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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