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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具备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

记者 刘 惠） 12 月 1 日，呼和

浩特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 2022

年呼和浩特疫情防控工作第 81 场

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新冠肺炎疫

情最新情况。

经过艰苦攻坚，呼和浩特保卫

战取得阶段性成效，具备了转入

常态化防控的条件。为了统筹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现对疫情防控措施进行优

化调整。

一是关于核酸检测。低风险区

由过去的24小时一检调整为48小

时一检，长期居家老人、居家办公

和学习人员、婴幼儿等无社会面活

动人员，如果无外出需求，可以不

参加社区核酸筛查；对高风险区、

隔离点、重点人群实行 24 小时一

检。

二是关于风险区划定。高风险

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

高风险单元、楼栋所在小区的其他

单元、楼栋，按照低风险区管理，居

民正常出入小区、有序流动。高风

险区连续 5 天未发现新增感染者，

降为低风险区。

三是关于社会管控。高风险区

要做到“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低

风险区居民出入小区要严格扫码、

查验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不进行核

酸检测的实行弹窗管理，期间不能

进入公共场所，不能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进入公共场所必须查验“青

城码”与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居家隔离人员实施赋码管理，

做到“足不出户、上门送药”，并做

好健康监测。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不

得以“青城码”弹窗为由拒绝患者

就医，但就医时要做好核酸补采工

作。

四是关于疫苗接种。坚持“应

接尽接”原则做好疫苗接种工作，

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重点，加快提

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继续提高

60~79岁人群接种率。

五是关于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

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运营。恢复餐饮

外卖、大型超市、百货商场、银行、

电信、品牌专卖、家政保洁、建材市

场等服务业态。支持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对

疫情期间应缴纳的6项行政性收费

项目，缓缴一个季度。不能按期缴

纳水费、燃气费、供热费的，可申请

延期缴费，期间不断供。受疫情影

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请或有特

殊困难的，可以申请办理延期申报

或延期缴纳税款。强化稳岗就业帮

扶保障等措施，助力企业加快复工

复产进度。

六是关于民生保障。加强生

活物资市场保供，确保有充足的

物资储备，满足群众正常生活需

要。加大对城乡低保、特困人员、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空巢

独居留守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救

助力度，为相关人员发放一次性

生活补贴。对暂时困难无法返岗

复工、连续 3 个月无收入来源且

失业保险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

未参保失业人员，及时发放临时

救助资金和生活物资，保障其基

本生活。

新报讯（草原全媒·北方新报

记者 刘 惠） 12月1日，记者

从 2022 年呼和浩特疫情防控工

作第81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

了更好地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

求，呼和浩特市在精准做好疫情

防控前提下，将按照“民生优先，

有序开放，成熟一批，开放一批”

的原则，推动商业场所恢复营业。

具体来讲，在全市“一超七

店”（即沿街超市、便利店、生鲜

店、蔬菜店、肉食店、粮油店、副食

店、冻品店）和理发店、汽车维修

店、通讯营业厅、金融网点、物流

快递网点、加油站点符合条件应

开尽开的基础上，有序恢复五金

土产、洗化用品、洗衣洗车、图文

广告等行业经营；超市在严格控

制人流量的前提下，消费者可有

序进店采购，恢复餐饮外卖、取餐

业务；服装、百货、电子等大型商

场恢复运营。

现阶段疫情仍未完全消退，

仍然面临着放开后的安全风险问

题。所以，必须用“严格的管”为

“有序的放”来保驾护航。在这方

面，将推行市场经营主体疫情防

控承诺制度，所有经营单位作为

本领域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

必须签订《市场经营主体疫情防

控承诺书》，并做到“三个到位”。

一是责任履行到位。要按照“谁用

工、谁管理、谁负责”原则履行主

体责任，健全疫情防控管理体系，

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工作方

案，落实防控措施。二是员工管理

到位。做好员工信息摸排工作，建

立健康监测制度，落实抗原、核酸

检测要求，要确保所有员工做好

个人防护，上岗时规范佩戴防护

口罩。三是经营管理到位。要严格

落实“扫码、验码、测温、戴口罩、

限流、限距”等防控措施，引导顾

客保持安全距离。经营场所每日

全面消毒不少于 2 次，重点区域

和重点部位适当增加消毒次数，

加强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良

好。

属地政府要履行好监督责

任，对本区域商业场所疫情防控

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督检查。行

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制定防控管理

规范和工作流程，与属地部门联

动配合，不定期对各地区复市情

况开展督查，强化跟踪问效，为广

大市民提供安全、便利的生活环

境，切实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11 月 29 日 23 时 30 分，夜幕中

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红山口村显

得空旷而寂寥，“太冷了！冻得脚都

没知觉了！”拿着手电完成 4~8 排

居民区的巡查，张云峰、李杨、卢紫

阳脱下防护服，做好消杀返回驻扎

在红山口村 6 号地的帐篷里。红山

口村是本轮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的张云峰和李

杨，主动请缨加入市直机关青年突

击队，于 10 月 16 日到红山口村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红山口村6号地片区密接

人员多、阳性人员居家隔离情况复

杂的形势，他们一边做好日常巡

查、场所消杀、人员转运及垃圾清

理工作，一边做好管辖片区内巷道

工作台账，精细统计、悉心排查，保

障辖区2280名居民的健康安全。

41 岁的张云峰在红山口村奋

战了近50天，是3人中唯一的党员，

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市委组织部突

击队的疫情防控任务。不间断巡查、

转移阳性患者和密接人员、运送生

活物资及药品、对疫情期间返回居

住地大学生和务工人员进行登记造

册……张云峰每天都很忙碌。

35 岁的李杨了解到村里的台

账需要健全完善时，主动接下任

务，用了两昼夜将2000多人的详细

信息录入工作台账，为后续精准防

控打下坚实基础。11 月 5 日，考虑

到他的爱人即将生产，单位安排同

事卢紫阳又接过了疫情防控的接

力棒。这个 28 岁的年轻人冲锋在

前，日常巡查、清理垃圾、运送物

资。11 月26 日孩子出生后，李杨安

顿好家人，又重新回到了红山口

村，而原本应该结束任务回家的卢

紫阳也选择留了下来：“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像

张云峰、李杨、卢紫阳这样的人还

有很多，他们能吃苦、肯奋斗，用实

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一名青年干部

的使命与担当。

文/草原全媒·北方新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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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突击队：抗疫一线显担当

服装、百货、电子等大型商场将恢复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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