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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第六十五场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本报24日讯（记者李美时）24
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我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65场
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省卫健委、省
生态环境厅、省疾控中心和绥化市
有关同志通报了我省疫情动态，回
答热点问题，围绕我省加强医疗废
物处置等情况进行介绍。

发布会上，省卫健委二级巡视
员刘彦诚通报了我省疫情情况，
2021年1月23日0~24时，黑龙江省
新增确诊病例 29例（其中，绥化市
望奎县26例、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
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1例（其
中，绥化市望奎县 24例、哈尔滨市
呼兰区17例、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
8例、哈尔滨市香坊区 1例、绥化海
伦市1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死亡
病例。治愈出院确诊病例 7例（其
中，绥化市望奎县6例，黑河市爱辉
区1例），黑河市爱辉区确诊病例清
零。解除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1
例（绥化市望奎县）。

从1月10日绥化市望奎县出现
病例开始，截至 1月 23日 24时，本
轮疫情全省现有确诊病例 382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509例。

针对医疗废物处置情况，省
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林奇昌介绍，
我省高度重视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建设工作。全省目前共有 20 个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总处置
能力为 182.5 吨/天，较去年同期
提升 36.7%。近期我省医疗废物
日处置量约为 130 吨左右，处置

能力能够满足妥善安全处置需
求。

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是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设施建设的主体。为应对不时
之需，我们要求全省各地迅速启

动应急备用处置能力的选用和规
范化改造，加强设施运行维护，时
刻进入启动状态。全省各地共上
报医疗废物应急备用处置设施 14
个，总应急处置能力能达到 384
吨/天。目前，绥化市已经启动应
急设施，应急设施处置能力达到
40吨/天。

我省能日处理医疗废物182.5吨

针对绥化隔离和转运问题，绥
化市卫健委主任郭建民在发布会
上介绍，截至 21日 24时，绥化市共
设立隔离点 134 个，其中，已启用
126个。共有房间 7473间，已集中
隔离人员6684人。

为保证转运隔离工作需要，隔
离转运工作平稳有序进行，提高隔
离转运工作质效，主要采取了以下
措施：

一是迅速完善组织架构。迅
速组建“市—县—点”三级转运隔
离工作组织，密切市、县、点的联
系。市本级组建了转运隔离专班，
在绥化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领导下工作；各县（市、区）
全部组建转运隔离专班，在各县
（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下、
在市转运隔离专班指导下开展工
作。

二是积极拓展隔离房源。根
据疫情发展情况，发挥公安、教育
等部门工作优势，对域内宾馆、酒
店、校舍、教育培训机构和封存宾
馆进行排查，摸清潜在隔离房间资
源，做好房源储备。迅速组织力量
对潜在隔离点进行标准化改造，对
2处宾馆进行突击改造，扩增隔离
房间数量。同时准确判断隔离房
间供需关系，提前做好域外援助隔

离房间储备工作。
三是精细隔离转运管理。强

化规范流程。全力以赴保证运转
和隔离安全。梳理形成集中隔离点
管理指南、转运工作方案、工作应急
预案和隔离运转工作流程图，严格
按照流程开展点对点、全闭合隔离
转运工作。做到“一车一警”，负责
车内秩序，“一车一医务”，负责登
记、防护、携带急救箱防意外。司乘
物理隔离，全车所有人员三级防护。

目前，已对部分隔离人员精准
投放体温贴 2000个。全力推广中
药处方，协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精
准发放中药制剂3500余副。

绥化安全转运隔离人员6684人

本报24日讯（记者霍营）最近一
段时间，由于受疫情影响，我省多个
地区（小区）因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被调整为高风险
和中风险地区。疫情就在身边，人们
难免会有各种疑惑：“小区出现新冠
肺炎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怎么办？”

“居家隔离还能开窗通风吗？”“坐电
梯有感染风险吗？”24日，记者就上
述问题采访了我省卫生行政部门的
相关专家。

如果居住的小区出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
者，专家表示，在这些人被诊治的同
时，相关机构会按要求对他们的密切
接触者进行隔离医学观察。疾控部
门到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家中
进行消毒，公共区域也会由疾控部门
指导物业进行清洁消毒。因此，作为
小区居民，无需过度恐慌。除继续做
好外出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日
常防护外，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配合疾控部门或社区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疫情排查等工作，服从
社区统一管理。

2、尽可能减少外出，如必须外
出，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并与他人
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尽量减少在外
滞留时间。

3、尽量选择人少的时候乘坐电
梯，避免拥挤。乘坐电梯佩戴口罩，
注意和他人保持距离，尽量不要用手
直接触碰电梯按钮。

对于实行封闭管理的小区，居民
们需要注意什么呢？专家建议：

针对普通居家人员。要尽量减
少外出活动，春节临近，更要不聚餐
不聚会。做好个人防护和手卫生。
家庭置备体温计、口罩、家用消毒用
品等物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居室整洁，勤开窗，经常通风，定时消
毒。保持良好心态，理性对待疫情。
主动做好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健康监
测，自觉发热时要主动测量体温。若
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立即向随
访人员报告，并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到
医疗机构就诊。

针对居家隔离人员。每日至少
进行2次体温测定，谢绝探访。尽量
减少与家人的密切接触。他人进入
居家隔离人员居住空间时，应规范佩
戴KN95/N95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
罩。若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立
即向随访人员报告，并在工作人员陪
同下到医疗机构就诊。

在居家隔离过程中，要室内做好
通风换气，隔离人员每天频繁凊洁经
常触碰的物品，要做好随时清洁，用
有效氯 500mg/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
擦拭消毒。产生的生活垃圾要有效
氯2000mg/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
消毒后方可处理。生活用品要与他
人分开存放，餐具使用后要煮沸消毒
或用有效氯 500mg/L的含氯消毒剂
进行浸泡消毒1小时以上，清水冲洗
干净后方可使用。

居住小区出现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咋办？

专家：做好日常防护无需恐慌

本报24日讯（记者马智博）24
日，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指挥部发布关于将呼兰区腰堡街道
等地区风险等级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
要求，从2021年1月24日12时起，将
呼兰区腰堡街道水师村水师屯划定
为管控单元，所在腰堡街道划定为中
风险地区；将呼兰区建设路街道奋斗

社区金色人文小区 34号楼 2单元划
定为管控单元，所在建设路街道划定
为中风险地区；在中风险地区裕田街
道中，新增利民开发区裕田街道裕
田村大王家屯、裕田村任家屯、裕田
村大裴家屯、黑龙江正大永源畜牧
科技有限公司乐业二厂宿舍为管控
单元；在中风险地区利民街道中，新
增利民街道裕田小区 10栋 6单元为
管控单元。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

呼兰区腰堡街道等地区
风险等级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齐齐哈尔市有215
个临时社区党支部，2万多名
党员全力参与疫情防控，织
密群防群治防线。

在城乡省界公路检查
站、街道社区卡口、核酸检测
点等疫情防控一线，在数九
寒冬的恶劣环境里，广大党
员默默坚守在岗位一线，用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人
民群众筑起一道道安全防
线。
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本报讯（记者王彦）2021年春
节将至，为了鼓励引导外来务工人
员留在大庆过年，大庆市总工会推
出暖心大礼包。在疫情防控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大庆市总工会将分期、
分批安排留庆外来务工人员到市总
工会综合健康服务站、户外职工爱

心驿站，免费进行健康理疗、身体调
理和心理疏导；同时，组织留庆外来
务工人员参观大庆新时代产业工人
思想教育基地（石油馆），看一场铁
人电影和4D电影、听一场音乐会、
看一部话剧，浏览大庆特色风光，品
尝大庆特色美食。

大庆 请务工人员免费体检

本报讯（记者王彦）近日，齐齐
哈尔市总工会组织开展“你留在鹤
城过年，我为您的亲人送礼包”特
别关爱活动。对中国一重、中车齐
车、益海嘉里等 20户产教融合成
员企业中留在本地过年的每位单

身职工家属，送去价值200元的本
地特产礼包。此外，下拨送温暖资
金376.15万元，启动应急疫情防控
资金 160万元，慰问困难职工、防
疫一线人员以及节日期间坚守岗
位人员。

齐齐哈尔 送本地特产礼包

23日，虎林市开展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工作，通过入户登记摸底，此次共
涉及参加检测人员25.68万人，涵盖了域内所有常住居民和暂住居民。

刘吉盛 本报记者 孙伟民摄

虎林市开展全员免费核酸检测

本报24日讯（记者吕晓艳）24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疫情防控
期间，我省严禁各大中小学校在职教
师开展线下补课辅导、集中答疑、自
习看护等活动，对违规教师从速调
查、顶格处理。

省教育厅严禁组织开展教师线
下培训活动。严禁在职教师开展线
下补课辅导、集中答疑、自习看护、学

生看护等活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各高校要强化教师管理和在职教师
补课治理的主体责任，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学校、重
点人员的检查，对治理期间包庇纵
容、敷衍塞责、不作为、乱作为的地方
和高校，坚决逐级约谈并严厉追责；
对违反规定的教师，一律从速调查、
顶格处理。

我省严禁教师开展线下补课
一旦发现从速调查、顶格处理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林奇昌介绍，针对疫情发展趋势，先后在去年12月30日将黑河市，今年1月9日将牡丹江、绥化、齐齐哈尔市，今年1月16日将哈
尔滨纳入了日调度管理，每日调度掌握各地疫情医疗废物的产生量、处置量和处置设施负荷率，了解存在的困难问题，及时提供指导帮助。

从2020年12月30日我省新的疫情发生以来，包括新冠定点医院和医学观察场所，全省共产生疫情医疗废物约2000吨，全部得到了规范、安全处置。

疫情医疗废物全部得到安全处置

齐齐哈尔
215个临时党支部

抗疫在一线线

各地工会为就地过年务工人员送暖心礼包

（上接第一版）

“十七连丰”：粮食总产1508.2亿斤
2020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 1508.2亿

斤，占全国总产的 11.3%，比 2019年增加
7.6亿斤，占全国增量的6.7%，连续10年位
居全国第一。

这一季的丰收，着实来之不易。
初春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入秋连遭三

场台风。关键时刻，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
措施发挥了粮食生产定盘星的作用：10条
稳产保供给扶持政策，保证了备耕生产的
高质量；8项加快秋收进度的“硬核举措”，
确保了降损增效颗粒归仓。全面落实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轮作休耕试点、保护性
耕作、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强农惠农政策。

政策有力，补贴更是给力：省财政安
排1.2亿元支持水稻集中浸种催芽、1亿元
支持农资企业复工复产、2500万元支持病
虫防治监测点建设，1.7亿元用于秋收时
玉米和水稻收获机械改装补贴。

实践中，新农技、新农机的运用，让粮
食生产走上了依靠提升单产实现增产的
内涵式发展之路。我省坚持科技创新模
式创新、全力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的经验
做法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农业科

技贡献率预计达到68.3%。各积温带作物
都推荐 3~5个高产品种，引导选用优良品
种，推广先进栽培模式，全省重点模式化
栽培技术推广面积 1.97亿亩次。农业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 97%以上，目
前，100马力以上拖拉机达到 5.4万台，各
类农机具达到272.3万台（套）。

同时，基础设施改善、耕地质量提升，
把我省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根基夯得更
实。2020年全省落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1657亿亩，比上年增加 150万亩。新建
高标准农田 886.7万亩，建设任务和投资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持续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调整种植结构和
品质结构，大豆种植面积连续两年增加，
为全国实施大豆振兴计划作出龙江贡
献。发挥寒地黑土、绿色有机、非转基因
品牌优势，绿色和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分别
达 7650万亩、850万亩，分别比去年增加
180万亩和200万亩。

稳产保供：生猪存栏1371.2万头
保障猪肉供应是最基本的民生，是关

系千家万户的大事。我省像抓粮食生产
一样抓生猪养殖，统筹抓好非洲猪瘟防控
和产能提升，生猪生产快速恢复。

2020年，全省生猪存栏 1371.2万头，
同比增长16.9%，已恢复到2017年的96%，
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5个百分点；能繁母猪
存栏 136.8万头，同比增长 22.0%；生猪出
栏1790.0万头，同比增长5.2%。猪肉产量
143.9万吨，外销比重比上年底提高 14个
百分点，为全国稳产保供作出积极贡献。

2020年，省农业农村厅内防外堵，网
格管理，毫不松懈抓好非洲猪瘟防控。全
省已经连续24个月未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特色种植：中药材四项指标增
速名列全国第一

2020 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260万亩、产量 52万吨、产值 104亿元、效
益35亿元，均比2018年翻一番，四项指标
增速名列全国第一。

据介绍，我省通过强化政策项目支
撑，创建千亩以上中药材示范基地204个、
万亩以上示范区18个、5万亩以上大县15
个、10万亩以上大县 5个。新建国家级产
业园1个，省级产业园6个，建设中药材高
标准农田 36.7万亩。全省中药材种植品
种有 120种，其中主导品种“龙九味”种植
面积 134.7万亩，占总面积的 51.8%，同比
增长160%。

在发展中药材的同时，加快特色产业
发展。全省大宗蔬菜、西甜瓜、食用菌、鲜
食玉米总播种面积 820万亩，比上年增加
17万亩。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到 201万
亩，同比增长 6.5%。水产品产量 67.4 万
吨，同比增长3.98%。蚕蜂产品总产量9.4
万吨，同比增长3.1%。

两“头”两“尾”：规上农产品加
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1.2%

我省持续抓好“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大力实施“十百千”培育行动，加快把
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打造成全省
第一支柱产业。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业实现利润 124.2亿元、同比增长
11.2%。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3%，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 68.3%，同比分
别增长6.1%和3.7%。

2020年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2个、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新增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 14个，新增全国农业产
业强镇12个，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发展到1589家，比2019年末增加了104
家。探索实施玉米产业链“链长制”，益海
嘉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巴彦鸿展等重大项
目陆续投产。

农业经济稳住了“基本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