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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迅

速贯彻落实，细化执行方案。如何不折

不扣、科学精准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

进 一 步 提 高 疫 情 防 控 的 科 学 性 、精 准

性、有效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7 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焦点问题回应

社会关切。

防止“一封了之”“一放
了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说，要坚决反对两种倾向，既要持续整治

“层层加码”，防止“一封了之”，又要反对

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保障

好二十条优化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落实，

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说，要落

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要求，做到既要防住疫情，又尽

可能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服务

保障的影响。

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结

合自身实际，在隔离转运、核酸检测、人

员流动、医疗服务等方面采取更为精准

的措施。一些地方也在及时纠正与第

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不相

符的做法，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

性、精准性、有效性。

与此同时，各地整治“层层加码”问

题专班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各方面及时

纠正违反“九不准”要求等突出问题，及

时纠正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及时纠正

“一封了之”“扩大赋码”等简单粗暴做

法，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

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
科学性精准性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对第九版防

控方案的补充和完善，不是放松，更不

是放开和‘躺平’，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升

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沈洪兵说。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将风险区由

“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高

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纠

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做

法；对密切接触者和入境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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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优化调整，对各地疫情处

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的

流调、风险研判更加精准高效，该管住

的风险要管住，该落实的措施要落实到

位，该取消的要坚决取消。”中国疾控中

心研究员王丽萍说。

加强医疗资源建设是二十条优化

措施的重要内容。“我们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和应对病毒的变异，不能打无准备

之仗，因此要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和

救治资源准备。”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

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说。

郭燕红说，要持续加强定点医院建

设，满足对普通型、重症、危重症等患者

的救治需求；加强方舱医院建设，主要收

治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感染者；加强发热

门诊建设，并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真正

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有效控制疫情跨地区
传播扩散风险

近期，部分省份在返回人员中陆续

发现感染者。面对人员跨省流动，如何

有效控制疫情跨地区传播扩散风险？

沈洪兵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明确要求，当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

控制的地区，要切实承担起防范疫情扩

散的首要责任。当前没有疫情但溢入

风险较高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疫情跨

地区传播防控工作方案，关口前移，面

向流入人员提供“落地检”服务。

“疫情发生地滞留人员较多时，要专

门制定疏解方案。”沈洪兵说，目的地要增

强大局意识，不得拒绝接收滞留返回人

员，并按照要求落实好返回人员的防控措

施，既要避免疫情扩散，也不得加码管控。

与此同时，我国优化了文化和旅游

行业疫情防控措施。文化和旅游部 15

日印发通知，要求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

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跨省游客需

凭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跨

省 交 通 工 具 ，并 对 跨 省 流 动 人 员 开 展

“落地检”等。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

李晓勇说，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

险区实施联动管理，有利于整治个别地

区“一刀切”“层层加码”、随意限制跨省

旅游经营活动等问题，调整跨省旅游管

理政策也有利于遭受疫情影响的旅游

行业恢复发展。

（新华社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

张泉、田晓航、顾天成）

不折不扣科学精准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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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秋

粮生产情况总体稳定，全年粮食产量有

望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10 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和电力生产

同比保持增长。

今年以来，粮食和能源行业妥善应

对疫情影响和市场变化，多措并举保供

稳价，对经济恢复向好起到重要作用。

粮食生产进展顺利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今年夏粮、早稻合计实现增产，目前秋粮

生产情况总体稳定，全年粮食产量有望

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今 年 以 来 ，极 端 天 气 、农 资 涨 价 、

国 际 局 势 动 荡 等 ，给 粮 食 生 产 带 来 挑

战 。 各 地 各 部 门 多 措 并 举 ，切 实 做 好

粮食生产。

抓紧做好秋收和秋冬种等农业生产

工作，对于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具有

重要意义。

农业农村部 11 月 15 日农情调度显

示 ，全 国 秋 粮 已 收 获 12.65 亿 亩 、完 成

96.8%，冬小麦已播 96.6%，冬油菜已播

98.4%。

粮食生产更重质量效益。农业农

村 部 重 点 推 广 玉 米 晚 收 、小 麦 晚 播 技

术，延长玉米灌浆时间、增加粒重，促进

小麦冬前壮苗、安全越冬。各地推行高

产技术模式，如山东推广种子包衣、宽

幅精播技术；河北推广节水品种、水肥

一体化技术；河南、安徽推广深耕整地、

播后镇压等技术，助力夺高产、降成本、

更绿色。

做好冬油菜生产，关系“油瓶子”多

装中国油。我国加大产油大县奖励、社

会化服务等项目对扩种冬油菜的支持力

度，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技术推广

处 处 长 崔 江 浩 介 绍 ，科 技 教 育 司 制 定

了 再 生 稻 与 早 熟 油 菜 研 发 推 广 方 案 ，

发 挥 中 国 农 科 院 、全 国 农 技 推 广 中 心

等科研推广单位优势。短生育期种质

资 源 挖 掘 利 用 有 新 进 展 ，有 望 产 出 一

批 新 的 早 熟 油 菜 新 品 种 ，同 时 进 一 步

提升油菜全程机械化研发和推广应用

水平。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促进农业强国建设，中央财政

近期提前下达 2023 年农业相关转移支

付 2115 亿元。北方地区将加强粮食等

作物田间管理，南方省份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加大多

季和多种粮食生产方式探索推广力度，

加快发展优质高效农业。

能源供需总体平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至 10 月，我

国生产原煤 36.9 亿吨，同比增长 10%；原

油 17098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3% ；天 然 气

178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万

成介绍，前三季度我国能源供需保持总

体平稳。

今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加速全球能

源格局调整，能源价格持续高位震荡。

能源行业及时研判、超前谋划，有效应对

能源市场波动。

“目前主要供气企业管道气平均供

气价格多在每立方米 2 元至 3 元，部分

尖峰增量气源价格也控制在每立方米 4

元至 5 元，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董万

成说，同时强化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

管，保障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运行在合

理区间。

前三季度，多项重大能源工程喜报

频传。

西气东输四线工程开工建设，建成

后将与西气东输二线、三线联合运行，届

时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年输送能力将达到

千亿立方米，将进一步完善我国西北能

源战略通道。

深海探索的步伐更进一步。中国

海油在海南东南部海域琼东南盆地勘

探 获 重 大 突 破 ，发 现 我 国 首 个 深 水 深

层 大 气 田 ，探 明 地 质 储 量 超 500 亿 立

方米。

9 月底，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流

工程——国家电网川渝 1000 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开工，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

洁电能超过 350 亿千瓦时。位于江苏常

熟的长三角容量最大的变电站日前完成

升级改造，这是“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

变电站，承接着白鹤滩入苏工程近 400

万千瓦清洁水电的落地。

迎峰度冬 煤、气充足

我国北方地区目前已进入供暖季。

为做好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国家能源集

团神东煤炭所属的 13 座矿井、11 座选煤

厂都开足马力生产，并严格执行防冻措

施，加大 21 个装车站点监管力度。

目前电厂存煤大幅提升，9 月以来，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在 1.7 亿吨以上，

电煤供应形势持续向好，有效保障发电

供热用煤需求。

“ 前 三 季 度 累 计 核 准 煤 矿 项 目 14

处、新增产能 6200 万吨/年以上，推动进

入联合试运转试生产煤矿产能约 9000

万吨/年，进一步夯实了煤炭增产保供的

产能基础。”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刘

涛说，煤炭价格总体保持平稳。10 月秦

皇岛 5500 大卡动力煤年度长协价格 719

元/吨，较年初下降 6 元/吨，比长协最高

限价 770 元/吨低 51 元/吨，稳住了电煤

供应的基本盘。

国家管网集团从 11 月 16 日开始，以

超过 6 亿立方米的日输气量，开启今冬

明春天然气“保供模式”。

10 月底，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大的天

然气地下储气库——文 23 储气库完成

年度注气任务。入冬前，与国家管网相

连的各储气库超额完成注气任务，累计

注气超 160 亿立方米，为提升管网调峰

保障能力增强“底气”。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电 记者

戴小河、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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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电 邓孟、记

者安普忠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2022 年 11 月 17 日

16 时 50 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密

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

务，航天员陈冬、蔡旭哲已安全返回空间

站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首先完成了天

和核心舱与问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天

和核心舱与梦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的

安装，搭建起一座三舱间舱外行走的“天

桥”，航天员蔡旭哲通过“天桥”实现了首

次跨舱段舱外行走。此外，还完成了问天

实验舱全景相机 A 抬升和小机械臂助力

手柄安装等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

此次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在空间

站进行的第 7 次出舱活动，是神舟十四

号航天员乘组进行的第 3 次出舱活动，

也是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完成后

的首次航天员出舱活动，首次检验了航

天员与组合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进

一步验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和出舱活

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能。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 11 月 16日拍摄的福建福州元

洪投资区元洪食品数字经济产业

中心的中印尼“两国双园”沙盘和

项目介绍。

中印尼“两国双园”是以福州

元洪投资区和印尼的民丹工业园

等 园 区 为 载 体 ，探 索 建 立 产 业 互

联、设施互通、政策互惠的双园结

对合作机制。目前，中方园区已投

产项目 36个。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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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电 （记

者谢希瑶）商务部 17 日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10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 627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3%

（折合 94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

数据显示，1 至 10 月，我国对外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2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2%；流向制造

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领域的投资

均呈增长态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72.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6.7%，占同期总额的 18.3%。

1至 10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 7909.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8%

（折合 118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 641.7 亿美元，新签合同额 852.9 亿

美元，分别占总额的 53.9%和 51.8%。

前10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0.3%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电 （记

者谢希瑶）商务部 17 日公布数据显示，

2022 年 1 至 10 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

包 合 同 额 15353 亿 元 ，执 行 额 10555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4% 和 13.3% 。 其

中 ，承 接 离 岸 服 务 外 包 合 同 额 8757 亿

元 ，执 行 额 6170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6%和 11.1%。

从业务结构看，1 至 10 月，我国企业

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

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执行

额同比分别增长 4.6%、16.4%和 16.7%。

从区域布局看，1 至 10 月，全国 37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

外 包 合 同 额 和 执 行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3%和 11.0%。 长 三 角 地 区 承 接 离 岸

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7.6%和 14.7%。

前10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
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14.4%

新闻集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