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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伟宁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终于可以
回家了。”4月6日上午10时40分，
来自巴西的Dyego夫妻俩拉着行
李箱，走出酒店大堂。在珠海工作
的Dyego14天前从巴西转机至埃
塞俄比亚，然后飞往广州。根据最
新的疫情防控措施，他和太太落地
后就被转运至珠海用于安置外籍人
士的集中隔离观察点酒店，展开为
期14天的集中隔离观察。离开酒
店时，Dyego对市委外办、街道办
工作人员及酒店服务人员表达了谢
意，他一再强调“中国采取了正确的
措施，取得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
的。”

截至4月5日，我市累计安置
外籍人士222人，目前尚在隔离的
外籍人士有69人。

从口岸到集中隔离观察点，我
市采取多项有力措施，确保各个环
节无缝对接，闭环运作，严防境外疫
情输入。集中隔离观察点正是最后
一环。在安置外籍人士的集中隔离
观察点酒店记者见到，进出均有工
作人员值守，普通人禁止进入，工作
人员及车辆进出均需要登记信息及
测量体温。

“按照市疾控中心的要求，集中
隔离人员房间的所有厨余垃圾和生
活垃圾都会进行专门的消杀处理。
在集中隔离人员隔离期满离店后，
酒店服务人员会身着二级防护装
备，进入酒店房间打扫卫生。”酒店
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我市防控新冠肺炎境外输
入工作的有关要求，结合集中隔离
观察点的工作实际，市委外办、市卫
生健康局和集中隔离观察点酒店联
合制订了中、英、日、韩四语种温馨
提示（内容包括隔离期间管理规定、
健康监测要求、酒店服务流程等），
放置在客房内供外籍人士参阅，并
为外籍人士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
避免因语言不通产生问题。

3月20日，在我市集中隔离观察
点酒店接受隔离的一位韩国籍人士得
知珠海出现首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怀疑自己也被感染，情绪异常，反复致
电市委外办工作人员。市委外办工作
人员向这位外籍人士详细介绍了该病
例的活动轨迹，说明两人之间不存在
感染的机会。“除了做好安抚工作，我
们同时也不忘重申其继续在酒店隔离
的必要性，还找了在隔壁房间隔离的
热心人士陪其一起在线打游戏、聊天，
直至这位韩国籍人士隔离期满顺利离
开酒店。”市委外办工作人员、日韩语
翻译孙玉华说。

目前，我省对所有经广东口岸

入境人员（含港澳台地区，含中转
旅客）实行核酸检测全覆盖，并原
则上实行单人单间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14天，集中隔离食宿费用自
理。Dyego在酒店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其间产生的住宿及餐饮费
用都是他自己买单。据介绍，接
受集中隔离的入境人员，每日三
餐需提前一天跟酒店报备预订，
酒店提供一份菜单，由他们自行
勾选购买。

接受隔离的入境人员要需严格
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及疫情防控措
施，这是市委外办等驻守在集中隔
离点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一再向入

境人员强调的重点。“曾经有外籍人
士想走出隔离房间，理由是想跑步
锻炼。我们反复解释，一再强调隔
离要求，最后这位外籍人士没有走
出房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如果遇到隔离人员拒不配合等突发
情况，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警方，由
警方采取下一步措施。

对此，Dyego表示理解：“我完
全赞同中国采取的措施。隔离期比
较长，但完全有必要，我们对此充分
理解。隔离期间，我们看电影、上
网、聊天，缓解心理压力。从我们乘
坐的航班落地到隔离期间，整个感
受都很好，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记者探访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点

“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6日，来自巴西的Dyego夫妻俩结束医学隔离观察，离开酒店回家了。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新华社日内瓦4月6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达到
1127951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6日10时（北京
时间16时），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较前

一日增加77125例，达到1127951
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
加4808例，达到64254例。

全球范围内，确诊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 77200 例，达到 1210956
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810
例，达到67594例。

世卫组织：

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达1127951例

本报讯 记者刘联报道：记者
昨日从珠海市卫生健康局获悉，4
月7日8时50分，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公布，珠海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截至4月6日24时，我市累计
确诊病例103例，累计死亡病例1
例，累计出院98例；现有在院病例
4例，全部为境外输入病例。现有
疑似病例0例。当日无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现有无症状感染者0例。
现有18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
学观察。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通报：4月6
日零时至24时，全省新增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1例，为江门报告美国输
入病例，入境口岸检疫时发现。截
至目前，全省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病
例173例。全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例，分别为广州报告3例（英国输
入2例、境外输入关联1例）、深圳报
告1例（美国输入）、惠州报告1例
（湖北输入）。

截至4月6日24时，全省累计
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33例，累
计出院1401例，累计死亡8例。4
月6日新增出院6例。在院的124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11 例）中，
轻型24例，普通型95例，重型2例，
危重型3例。

珠海无新增确诊病例
广东新增1例境外输入病例和5例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日
前，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与广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公
布广东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名
单，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
联合申报的“珠海港通达全球、联通
西南—粤港澳大湾区集装箱江海铁
联运示范工程”以第二名的佳绩成
功入选。

“珠海港通达全球、联通西
南—粤港澳大湾区集装箱江海
铁联运示范工程”以打通“川贵

广—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为主体
战略依托，以推动港口成为西南内陆
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主要门户为主
旨目标，以打造港口成为珠三角地区
转型多式联运枢纽的典型为主要方
向，利用珠海处于粤港澳大湾区联通
我国西南地区核心枢纽的区位优势，
通过铁路、水路长距离运输优势，将
西南地区与珠海港紧密相连，构建珠
海港与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的一体化
运作体系，将珠海港打造成为西南地
区融入全球经济的出海口。

珠海港捷联运作为此次多式联
运示范工程的实施主体，承担多式
联运经营人角色，与铁路、港口及船
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谋划，负责联
运方案全过程流程组织、产品设计，
并负责部分公路短驳、货物集散、网
点分拨等的规划工作，提出了“堆场
共享、一次堆存、一次倒装”作业模
式、“多式联运利益相关方与管理部
门‘一站式’服务体系”“驳船班线的
运输组织创新”等多项多式联运服
务创新方案。

珠海港捷联运负责人表示，将
加快推进示范工程建设，继续围绕

“一体三翼多支点”的总体思路开展
工作，重点加强珠三角地区（含港澳
地区）的快速消费品与西南原材料、
北方大宗商品，国内产品与境外资
源的双向对流，为珠三角地区开辟
更为广阔的市场提供物流支撑；为
珠海港打造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
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连接点，与“川贵
广—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连接互
通贡献力量。

广东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名单出炉

珠海港集装箱江海铁联运工程上榜
（上接01版）疫情之下，如何稳

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当天的会议还
推出几项重磅举措，涉及增设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及支持加工
贸易方面。

会议决定，在已设立59个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基础上，再新设46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上海财经
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帼龄
认为，通过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
容，以跨境电商政策优势为缓冲，借
助税收等相关政策优惠，可辅助各
地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会议对支持加工贸易企业纾解
困难推出三项举措：一要对加工贸易
保税料件或制成品内销，年底前暂免
征收缓税利息。二要将加工贸易企
业内销可选择按进口料件或按成品
缴纳关税的试点，扩大到所有综合保
税区。三要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范围，缩小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种
类。

专家认为，会议推出的系列举
措是对此前政策的延续和补充，有
助于应对严峻形势，切实稳外贸稳
外资。

（上接01版）建基地，提高农户生产
组织化程度，2019年安排对口阳
江、茂名扶贫特色产业项目（基地）
奖励金2338万元，以产业基地为载
体，搭建包括新型经营主体、贫困
村、贫困户等在内的利益联结机制，
促使农户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
营转变，将扶贫产业基地打造为珠
海菜篮子基地，把产业扶贫落在实
处，促进产业帮扶合作可持续发展。

市财政还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3000万元，支持利用珠海市场、资
金、人才优势，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
参与产业扶贫，支持企业和个人到
贫困村投资创业，推动贫困地区农
业资源整合。累计引入530家企
业、2.36亿元社会资金到阳江、茂名
贫困村投资发展特色产业。

为积极引导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市财政局积极落实好就业扶贫
奖励政策，利用帮扶地区劳动力资
源优势，支持市相关部门从市层面

统筹开展就业扶贫工作。截至
2019年，累计帮助转移就业8896
人，累计开展阳江、茂名贫困劳动力
技能就业培训21344人次，帮扶贫
困劳动力16157人实现转移就业，
其中就地就近就业6242人，为贫困
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增收脱贫
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对口怒江东西部扶贫协作方
面，市财政2019年投入124.76万
元支持53间村卫生室建设。在对
口阳江、茂名扶贫工作方面，统筹实
施重大疾病医疗补助，在帮扶任务
之外，安排专项资金，对扶贫对象因
患重大疾病住院，经基本医疗保险、
医疗救助支付后，剩余个人自付费
用在 6 万元以内的部分再补助
50%，落实好五保户和无劳动能力
低保户应保尽保、贫困学生教育生
活补助、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卫生保
障等政策措施，夯实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基础。

四年投入扶贫资金逾33亿元

武汉战“疫”中的铭记时刻
（上接01版）除夕夜，人民解放

军闻令而动，450名首批医疗队队
员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武汉。

白衣执甲、尽锐出征！
“我们把重症、感染和呼吸相关

科室主任几乎都选派到了湖北，很
多都有抗击非典的经验。”北京协和
医院副院长韩丁说。

全国各地共选派330多支医疗
队，超过 4 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
北。其中，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
吸科、循环内科的专业人员就达到
了16000多人。

驰援！院士们带队，冲锋在最
前线——

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疫情暴
发之际提醒公众“没什么特殊情况，
不要去武汉”，但他自己却毅然坐上
了前往武汉的高铁。他还多次视频
连线医疗救援队，指导开展救治工
作。

73岁的李兰娟院士，2月11日
穿上写着“武汉加油”四个大字的防
护服，进入收治重症病人的ICU，逐
一分析患者的病情。

王辰、张伯礼、陈薇、黄璐琦、乔
杰、仝小林……一位位院士“逆行”
而来。他们是院士，更是战士！

战“疫”，无数人挺身而出，微光
成炬，照亮江城。

得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
急缺人手，告别家人，日夜兼程，河
南太康县兰子陈村5名“90后”小
伙自发组团、赶赴武汉；湖北红安向
家一门五兄弟自驾赶来……4万多
名建设者八方赶来，援建“两山”医
院。荒芜之地，成如火如荼的工地。

从事餐饮行业的24岁四川姑
娘“雨衣妹妹”，听说武汉一些医护
人员吃不上热饭，她带着厨师和食

材，“逆行”十几个小时驾车从成都
赶到武汉，每天送400至600份盒
饭，一忙就是40多天。

捐钱捐物，爱如江水奔腾不息
流向武汉。

中央确定全国19个省份对口
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各市州，
各路精兵强将星夜集结，奔赴前线
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紧缺物资。

截至3月5日，湖北省已累计
分配医用防护服 460 万件以上、
N95口罩900多万只、医用外科口
罩6000多万只。

截至4月5日，武汉市红十字
会共接收社会捐赠款超过16.9亿
元。

武汉，不是“孤岛”；武汉，从来
都不是孤军作战。

拉网排查：着力“应收尽收”

遏制疫情，关键是切断源头。
一场拉网式大排查，吹响了武

汉阻断疫情扩散的总攻战号角。
4.45万名党员干部职工，下沉

到13800多个网格参与排查工作；
1.9万名民警加强值守，成为防控前
沿的尖兵。

新上任的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
志，2月15日前往武汉部分社区检
查管控情况，强调对小区严格实行
封闭管理，坚决切断传染源、阻断传
播途径。

2月16日，武汉再次部署开展
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摸
清底数，推动落实“确诊患者百分之
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
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
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
村庄百分之百实行24小时封闭管
理”等“五个百分之百”，坚决遏制疫

情扩散蔓延。
青山区工人村街青和居社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桂小妹每天都至
少忙到晚上10时多。5235户居民，
60岁以上老人占25%，其中独居、空
巢、80岁以上老人占近七成……桂小
妹眼中满是血丝，对网格化摸排“家
底”门清。

从一个患者，到一个家庭，到一个
小区，再到一个片区……随着网越拉
越大、越织越密，“四类人员”终于得到
分类安置。

防控壁垒日益牢固，民生保障同
步夯实。

2月下旬以来，出门帮居民买药，
成为社区网格员丰枫的主要工作之
一。一次，十多个小时后终于拿齐近
100份药。他身上挂满药袋的照片，
瞬间戳中无数人的泪点。一身药袋，
犹如勋章。

越是黑暗的地方，光芒就越是耀
眼。武汉人，如同钻石的每一个切面，
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平日里，他们是学生、村民、快
递员、水电工、小店主……是街头巷
陌，与你我擦肩而过的普通武汉
人。如今，他们挺身而出，守护着这
座城市。

防控战大疫，让全国全世界看到
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

全力救治：与病魔较量

因为一张同看夕阳的照片，87岁
的新冠肺炎患者王欣受到了很多人关
注。入院后，他曾昏迷20多天，在医
护人员精心治疗下，逐渐康复。

4月6日，得知援鄂医疗队员要离
开湖北，王欣站在夕阳下，用小提琴拉
起了一曲《送别》。“谢谢你们的悉心照
顾。”

年龄最大的患者103岁，最小的
仅出生30小时。这场来势汹汹的疫
情，共造成全国确诊病例人数超过8
万例，武汉确诊病例数占比超过六成。

生命至上，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
量的战斗时刻不断。

应对床位不足，“封城”第二天，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1月24日相继开始
建设，十多天建成，创造世界瞩目的

“中国速度”。但“两山”医院的2600
个床位，收治能力依旧有限。

关键时刻，征用一批体育馆、会展
中心、培训中心等大空间场馆，改造成
方舱医院，成为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关键之举。

2月3日，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洪
山体育馆、武汉客厅三个方舱医院连
夜开建，仅仅用一天多的时间，三个方
舱医院投入使用，一共可提供3000多
张床位。

“方舱医院以往没有采用过，是
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与医疗的一个重
大举措。”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这样评价方舱
医院。

方舱医院成为托起生命的“希望
之舟”。一个月内，武汉市完成16家
方舱医院改建，86家定点医院改造，
新增6万多张床位，相当于新增60多
家三级医院的床位数。2月下旬，“人
等床”的危急局面，终于转变为“床等
人”。

组建院士巡诊团队，成立联合专
家组，集中讨论死亡病例、7次修订优
化救治方案，组织插管小分队……一
项项探索临床应用，一个个生命得以
挽回。

自2月上旬发热、胸闷、腹痛等症
状就医，在无创呼吸及插管通气效果
不明显，90%以上肺功能丧失的情况

下，40岁的患者“老胡”生命危在旦
夕。

依靠ECMO（俗称“人工肺”）的
支持，医护人员开展俯卧位通气、气管
镜吸痰救治，4月5日“老胡”顺利脱离
ECMO，40天来第一次用自己的肺实
现自主呼吸。

驱瘟有“剂”。中西医结合，成为
救治一大特色。湖北省共有超过6万
名确诊患者使用中药，占比达90.6%，
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
达到了90%以上。

从1月底的不足5%，到现在已经
超过93%。武汉新冠肺炎累计治愈
率一路攀升。到目前，武汉累计出院
患者达4.69万人。

3月 10日，16所方舱医院全部
“休舱”；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
例首次为0……

人们为患者的康复而欣喜，也为
逝者离去而哀伤。

刘智明、李文亮、夏思思……一个
个白衣战士用生命践行使命，他们的
离去令人扼腕叹息。

4月4日清明节，国旗低垂，汽笛
长鸣。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代表等来
到长江之畔的汉口江滩，深切悼念新
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作出了巨大
的牺牲和奉献，逝去的每一位同胞，都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参与悼念仪式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生郑亦沐说。

城市“复苏”：按下“重启键”

战“疫”，艰苦卓绝；曙光，逐渐显
现。

历经百天的隐忍与等待之后，武
汉，正在按下“重启键”——

3月22日，武汉市27个过江桥梁
防疫检测点和主城区近80个防疫检

查点全部撤除；
3月23日，武汉公交集团部分公

交线路实际演练，110余路公交车上
街试跑；

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
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

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将解除离
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渐暖的春日中，一切的坚持都有
了意义；寂静了许久的城市，正在逐渐
恢复到熟悉的模样。

——面香四溢，武汉街头，一家家
热干面店铺重新开张。“熟悉的味道回
来了，熟悉的武汉回来了！”有市民感
慨。

——热火朝天，工业企业中，一条
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复工复产有序进
行。截至4月4日，武汉规上工业企
业开工2853户，开工率97.2%，规上
工业企业用电量已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八成以上。

——分期分批，武汉市把全市50
多家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向医疗
资源丰富的10家医院集中，分4批恢
复定点医院正常医疗秩序……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江城大地上，人们正与时间赛跑，

用更高的效率追回因疫情带来的损
失，以免这场伤痛伤及这座城市经济
的筋骨，让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
1.5万亿元的城市经济体，在经济发展
中不至于太失速。

“停校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武
汉的大中小学，早已在网上“开学”，学
生们居家“线上学习”。

4月7日夜晚，凝神细听，居民小
区中，不时飘来悠扬琴声、童音清脆的
读书声……

武汉，正在向着希望出发！
新华社武汉4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