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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4月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部署，有针对性动态加强境外疫
情输入防范，进一步完善防范境内疫
情反弹的措施，巩固我国疫情防控阶
段性成效，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推
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会议要求，要根据全球疫情快速

蔓延的形势，及时动态调整防范疫情
跨境输入的重点和应对措施，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提高工作针对性有效性。边境
省份各级党委政府要压实责任，分级分
类、因地制宜动态跟进，制定和调整防控
工作方案。加强点、线、面管控，实施严格
的入境人员闭环管理，构建“从国门到家
门”的多层次全方位防控链条，减少不必
要的人员跨境流动，同时保障正常货物运
输。从内地调集力量支持和加强边境地
区、口岸城市医疗物资储备和检测实验室
等建设，提高医疗检测和收治能力。推进
与周边有关国家建立联防联控机制。要
加强对我在境外公民的关心关爱，协助解
决实际困难，保护他们的健康安全和合法
权益。

会议要求，要加强国际合作，继续
为有关国家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为他们采购防疫物资提供便利，
加强出口产品质量监管，对无法提供
由药监部门发放的产品注册证书或相
关证明的产品不得出口。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疫情仍存在反
弹风险，近期个别地方又出现聚集性疫
情，要查找和补齐防控短板。根据检测
能力的增强，抓紧在重点地区扩大核酸
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范围，提高检测率，
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发现感染者，掌
握无症状感染者状况。这是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际举措，可
以减少传播风险，对被检测者和他人都
是有利的。要严格落实“四早”措施，及

时公开透明、实事求是发布信息。武汉
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后，要在全力加强
重症患者救治的同时，继续做好群防群
控、社区防控，继续减少不必要的人员聚
集。各地要发挥好发热门诊监测和传染
病网络直报“两张网”作用，一旦发现疫
情立即按规定处置。要改进提高检测技
术，加快研发抗病毒药物和疫苗。

会议指出，在做好常态化防控同时，
要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推进全面复工复产，
促进内需加快恢复回升，帮助各类企业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帮助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群众解决就业、生活等方面实际
困难，加大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加强边境地区疫情防控力量 扩大国内重点地区检测范围
在做好常态化防控同时全面推进复工复产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日前，中
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
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积极有
序推进复工复产。

《意见》要求，一要压实地方和单位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全国不
同风险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措施指南》等要求，做好通风消毒、
健康监测和出入管理，落实员工个人防
护要求，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和集体活
动。二要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
合。保留发热门诊和预检、分诊等制
度，规范疫情应急处置流程，一旦发生
疫情立即启动应对预案并实行精准管
控，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三要分区
分级恢复生产秩序。低风险地区要从
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
及时取消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相适
应的防控措施，不得采取审批、备案等
方式延缓企业复工。四要推动全产业
链复工复产。及时帮助解决企业用工、
资金、原材料供应和重大项目开复工等

问题，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带动上下游
特别是配套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抓好
农业生产和重要副食品稳产保供，全面
恢复农贸市场经营。五要推动服务业
复工复市。低风险地区由经营者自主
决定复工复市时间，通过预约、分流限
流等控制人员密度。全国性文体活动
及跨省跨境旅游等暂不恢复。完善物
流快递业相关防控措施，允许快递人员
进入社区（村）配送。六要做好客运恢
复和返岗服务。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
员流动（入境人员除外），不得再设置障
碍。在有效防控前提下，全面恢复城乡
道路、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低风险地区
人员可不实施上岗前隔离。七要加强
交通秩序保障。做好离鄂离汉通道管
控措施解除后交通秩序保障，在防控措
施到位的前提下，有序恢复进出湖北省
和武汉市的道路、水路、航空、铁路旅客
运输。严格入境人员车辆管理，统筹做
好外防输入和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工作。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真抓
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纠
正防控措施“一刀切”、防控要求“层层
加码”，杜绝复工复产下指标、虚报数据
等行为，大力整合各类报表，严控督查
数量、频次。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
纠错机制，强化主动作为、责任担当，切
实帮助基层解决困难、减轻负担。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
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日前，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全国不同风险
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强调进一步
推进全国低风险地区企事业单位全面复
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同
时推动高风险、中风险地区继续按照科
学防控、精准施策、分区分级等有关要
求，统筹做好企事业单位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指南》要求，低风险地区企事业
单位要实施外防输入策略，及时掌握
员工流动情况，对来自高风险、中风险
地区及境外的人员，按照本地区要求
做好健康管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
人员，如体温检测正常即可上岗，不得
再设置障碍，不得再实施上岗前隔
离。要及时了解员工身体状况，一旦
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必须立即启动

应对预案予以妥善处置。要保持工作
场所通风换气，注意做好工作和生活
场所清洁消毒，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和
集体活动，加强员工用餐管理，做好食
堂餐具清洁消毒。各单位在采取有效
措施、保障员工集体宿舍空气流通、清
洁消毒到位的前提下，自主决定每间
宿舍安排人员数量。要做好疫情防控
知识科普宣传，指导督促员工增强防
护意识，落实个人防护要求。各单位
从事接触粉尘、化学毒物等危害相关
作业的员工，要按照职业健康规范等
相关要求佩戴口罩，其他员工可按照
《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要求佩戴口
罩，具体由单位根据各自情况决定。
要保障应急处置能力，做到无症状感
染者、疑似和确诊病例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早治疗，防范聚集性疫情。

《指南》要求，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

各单位要在落实低风险地区企事业单
位防控措施基础上，加强员工健康监测
和出入登记管理，落实工作场所防控措
施；指导员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
外出特别是避免去人群聚集或空气流
动性差的场所；要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
施和处置流程，把防控责任落实到部门
和个人，妥善处置异常情况。各项具体
防控措施继续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发布的《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措施指南》要求实施。

《指南》强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印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
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
意见》要求，动态调整辖区内低风险、中
风险、高风险县（市、区、旗）名单并及时
对外发布，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工作的统筹指导。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
《全国不同风险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
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办，内蒙古日报社承办的“内蒙
古最受欢迎抗疫歌曲评选活动”，完
成征集与初审，于4月8日启动网络
投票。

本次活动共征集到 1016 件作
品。经组委会严格审查，共有 5类
698 件有效作品入围，其中汉语
MV321 件，汉语音频 280 件，蒙语
MV作品20件、蒙语音频52件，戏曲
25件。活动启动以来，受到全国各
地广泛关注，来自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广东、江苏、湖北等29个省区
的团体和个人纷纷投稿参与活动，充
分体现出全国广大人民讴歌抗疫英
雄、弘扬抗疫精神、礼赞家国情怀的

极大热情。
本次活动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艺术指向、价值取向，坚持专业标
准和社会责任，坚持立足原创、鼓励
创新、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原则。组
委会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充分调研
论证基础上，制定了《内蒙古最受欢
迎抗疫歌曲评选办法》。拟于4月19
日进入专家评审环节，预计4月下旬
公布评选结果。

投票时间：4月 8日 15时—4月
18日15时

投票方式：请识别下方二维码，
下载内蒙古一号云平台省级终端
——“草原APP”，打开APP点击“我
的”输入手机号码登录APP，进入首
页找到“内蒙古最受欢迎抗疫歌曲评

选活动投票专区”即可投票。
投票规则：按照汉语MV、汉语

音频、蒙语MV、蒙语音频、戏曲等5
个类别进行投票，每人每天对每首歌
曲最多投2票。

“内蒙古最受欢迎抗疫歌曲”评选活动
网络投票开始啦！

内蒙古最受欢迎抗疫歌曲
评选活动组委会

2020年4月10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科协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
中国科协有关工作要求，把统筹科学防疫和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在继续做好科学防疫
和应急科普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全区学会
和各级科协“一体两翼”组织优势和科技工作
者的智力优势，助力抓好疫情防控和自治区
高质量发展。

迅速出击打响应急科普主动仗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内蒙古科协迅速响应、
立即行动，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
强化组织领导和机制保障，团结带领广大科技
工作者迅速投身到抗疫工作中。

1月23日，内蒙古科协迅速成立应急科普
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应急科普工作方案，并向
全区各级科协、学会进行部署，动员广大党员、
干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到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

战“疫”期间，应急科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全区应急科普资源的供应调度和应急科普宣
传渠道的整合拓展，积极动员各盟市科协、各
区直学会发挥作用，组织本地区本领域科技工
作者、科普志愿者和科普信息员参与应急科普
工作，形成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科协联动，
科协与科技工作者联动，线上与线下联动的应
急科普工作机制，奏响了“广泛动员、权威发

声、加强联动、形成合力”的应急科普协奏曲。
自1月27日起，内蒙古科协及时汇总整理

科协系统疫情防控应急科普信息，每日编辑一
期工作简报，通报各盟市、旗县（市、区）应急科
普工作开展情况，相互学习借鉴，推动应急科
普工作向基层延伸。

2月5日，内蒙古科协发布《汇聚力量 科
学防疫——致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
工作者倡议书》，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弘扬科
技报国的光荣传统，发挥科普主力军作用，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应急科普工作。全区科技工
作者和科普信息员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多种
方式广泛传播疫情防控知识，推送防疫科普知
识980多万篇，点击量达2000多万次。

线上线下打好科学防疫阻击战

在这场战役里，全区科普工作者始终冲在
第一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紧锣
密鼓的防控知识应急科普宣传，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科普力量。

综合运用线下传播手段，积极组织30多
名青年志愿者走进呼和浩特市新华社区、如意
社区、乌兰社区所辖的7个小区，在小区出入
口等位置张贴科学防疫海报，向社区居民介绍
家庭消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的防护方法及
如何缓解焦虑情绪等科普知识，下发防疫科普
挂图、折页等4000份，发放内蒙古科协新冠肺
炎预防手册1000册；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优势，
在《内蒙古科技报》开设疫情防控专版，编发专
版40个，刊载疫情防控科普知识及相关文章

300多篇；呼伦贝尔市科协联合乌兰牧骑推出
防疫科普舞蹈——洗手舞；通辽市开鲁县农技
专家深入农村牧区宣传疫情防控、传染病防治
知识，现场指导农牧民做好牲畜棚圈的清洁、
消毒工作。此外，为满足蒙古族群众的防疫科
普知识需求，内蒙古科协制作了蒙汉双语版的
科普宣传挂图、宣传单、标语等，送到广大蒙古
族群众手中。

内蒙古科协所属的全区学会也充分发挥
各自专业领域优势，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1
月21日，内蒙古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治知识》全员免费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培
训课程快速上线；1月30日，内蒙古农牧民科
技服务协会积极协调配合国大药房调运1万
只口罩送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如意小区，并沟
通协调会员单位保障小区超市蔬菜供应；2月
12日，在内蒙古科协指导下，内蒙古心理咨询
师协会面向社会公众开通应对疫情心理援助
应急平台……

科普信息化是做好科普工作的重要手
段。在防疫期间，内蒙古科协充分利用线上
平台开展应急科普工作，做到“疫情不解除、
科普不掉线”。在官网开设“抗击疫情”专栏；
在“内蒙古科协”“科普内蒙古”“科普草原”等
微信公众号上推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普视
频和信息2.6万条，点击量达3600多万次；内
蒙古科技馆上线运行“全景漫游科技馆”系
统，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漫游科技馆；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开展应急科普工作，在内蒙古广
电网络4K智能终端“科普内蒙古”平台播出
新冠肺炎防控知识视频；在新华网内蒙古频

道发布电子科普挂图，观看人数超过15万人
次；在央视频——内蒙古之窗发布疫情科普
视频及科普探究视频98条，点击量26万次；
与武汉市科协共同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
普知识网络有奖竞答；积极组织公众参与中
国博物馆学会组织的“新冠肺炎科普知识有
奖竞答”活动，网上答题超过40万人次；利用
联通全区的双语广播“村村响”平台，向少数
民族群众广播疫情防控科普知识，覆盖 430
多万用户。

助推“防疫”“发展”两不误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内蒙古科协在继续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深入基层，积极开展需
求调研，采取多种举措大力助推复工复产，促
进春耕春播。

为助推“防疫”和“发展”两不误，3月 15
日，内蒙古科协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
术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复工复产应急科普工
作的通知》，要求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应
急科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助力复工复产、
春耕春播。

3月17日下午，内蒙古科协科普部邀请内
蒙古科普专家团成员，内蒙古农业大学农业专
家、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润生教授，开展全区首
期春耕备耕科普大讲堂线上直播，针对大田作
物玉米的种植知识进行线上培训指导，通过内
蒙古科协官网、微信公众号、内蒙古广电智能
4K电视及云直播平台等渠道进行直播，组织
各盟市、旗县15000多名农技人员、农牧民通

过手机移动端在线观看。
各级科协也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手段，

邀请专家线上指导复工复产、春耕备耕等方面
的技术问题。

呼伦贝尔市科协充分发挥科技群团人才
优势，成立“抗疫情、稳生产”农业专家在线服
务团队，为广大农民提供在线技术指导和服
务；赤峰市科协联合市科技局共同开展“保春
耕、促生产、助脱贫”线上科普大讲堂活动，邀
请农牧业种植养殖专家线上授课，开展农牧业
种植、养殖、病虫害讲座；阿拉善盟科协通过抖
音、快手平台共推送新冠肺炎科普视频、农牧
业技术视频200多条，利用线上新媒体平台助
力广大农牧民春耕备耕……

各级科协的“云课堂”深受大家欢迎，收看
直播人数一度“挤爆”网络。此外，各级科协还
组织专家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现场进行
指导。

呼和浩特市科协及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
伊百康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一线企业，
了解基层需求，精准助力农牧民春耕备耕和企
业复工复产；乌兰察布市科协及所属11个旗
县科协，组织科技小分队、科普志愿者下沉一
线，指导农牧民有序下田，分时下地，分散干
活，确保春耕生产有力有序展开……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放眼全区上
下，走遍北疆大地，内蒙古各级科协组织同心
同行，共克时艰，发挥自身优势，奋力担当作
为，继续战斗在一线，科普在一线，努力为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科协力量，彰显科协
价值。

凝聚科技力量 发挥科协优势 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内蒙古科协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4月9日，供春耕使用的农机在
龙江县秋美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
院内整齐排列。近日，黑龙江省产
粮大县龙江县积极推进春耕备耕生
产，全县初步落实粮食作物种植计
划 470余万亩。目前龙江县农资生
产企业开足马力，保障春耕生产农
资需求，全县农机具检修已完成，水
稻育秧播种正大范围展开。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春耕备耕忙

新华社日内瓦4月8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8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达到
1270204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
欧洲中部时间8日 10时（北京时间16
时），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73553例，达到 1270204例；中国以外
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693例，达到
75893例。

全球范围内，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
加 73639例，达到 1353361例；死亡病
例较前一日增加 6695 例，达到 79235
例。

世卫组织：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达1270204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