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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医

疗服务的积极作用，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发布《关于

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鼓励医疗机构提供24小时网上咨

询服务，为儿童、孕产妇、老年人、透析患者和合

并基础疾病的患者提供就医及心理咨询、用药

指导等服务。

此前，在 12 月 8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

司司长郭燕红强调，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首诊负

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能够以任何原因

推诿或拒诊，同时也要发挥医联体、医共体的作

用，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此次《通知》指出，医疗机构（包括互联网医

院、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

互联网诊疗平台，依据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有关要求，为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

状的患者、符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

南》居家的，在线开具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

处方，并鼓励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将药品配

送到患者家中。

《通知》鼓励医联体内上级医院通过远程

会诊、远程诊断、远程培训等方式提高基层

医疗机构对高风险人群的识别、诊断和处置

能力。

《通知》要求，县级及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互联网诊疗服务的监管，医

疗机构应当落实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质量安

全责任，确保线上线下医疗服务一体化、医疗质

量安全同质化。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

过程中，若发现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或存在其他

不适宜在线诊疗服务的，医师应当引导患者到

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据人民网

奥密克戎致病力在减弱，感染后大多表现

为无症状或轻型。只咳嗽、发烧算无症状吗？

“阳”过一次还会再“阳”吗？围绕公众关注的热

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专

业解答。

问：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只是咳嗽、发烧，算

无症状吗？

答：阳性感染者若只是咳嗽、发烧，没有出现

肺部感染，可归于轻型病例，但不算无症状。从

当前全国病例数据看，感染奥密克戎后无症状和

轻型大约占了90%以上。

按照目前定义，无症状感染者指的是新冠病

毒病原学检测呈阳性，无相关临床表现，如发热、

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可自我

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且CT影像学无

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者。

轻型患者可表现为中低度发热、咽干、咽痛、

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以及乏力、嗅

（味）觉障碍等症状，但是没有肺炎表现。

问：“阳”过一次还会再“阳”吗？多久可能发

生二次感染？

答：感染一次新冠病毒后，人体形成的免疫

力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奥密克戎可能快

速变异出新的亚分支，出现较强的免疫逃逸能

力，康复者不能完全避免二次感染。

不过，国外有统计数据显示，感染过奥密克

戎，不管有无症状，3至6个月内二次感染的概率

相当低，多数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重复感染奥

密克戎。

对于个人来说，疫情期间最好的办法仍是

落实好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注意手卫生、保

持社交距离等，并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降低

感染风险。

问：重复感染会不会让症状更严重？

答：目前没有定论认为重复感染会出现更

严重的临床结果。从目前病例来看，即便个别

患者在重复感染时出现症状加重的倾向，这一

比例也非常低。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弱，

不论是第一次感染，还是再感染，发生重症的

概率都很低。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文要求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服务

鼓励医疗机构提供24小时网上咨询服务

只咳嗽发烧算无症状吗？“阳”过还会“阳”吗？

热点问答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实施重点群体创

业推进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要优化创业环

境，优化市场主体登记办理流程，推行当场办结、

一次办结、限时办结等制度，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通知强调，要培育创业主体，促进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创意设计成果落地转化，强化农民工返乡

创业扶持，引导就业困难人员创办投资少、风险小

的创业项目。

同时，建立公共创业服务标准，构建一体化服

务机制，组织创业导师走基层活动，对重点群体创

业进行分类指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对接洽谈活动，

为重点群体创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广泛开展创

业培训，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按规定给予补贴。

在创业政策扶持计划方面，加快落实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推行电子化审批，简化担保手续，按

规定免除反担保要求。对借款人因疫情影响流动

性遇到暂时困难的，可申请展期还款，期限原则上

不超过1年。

在金融产品助力计划方面，鼓励金融机构稳

定普惠小微贷款存量，扩大增量，支持金融机构围

绕“稳岗扩岗”创新产品服务，加大贷款投放，推动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

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比上年增加74亿斤，粮

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粮稳天下安。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

气、农资涨价等多重挑战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增

产丰收，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

终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统筹部署的一系列

粮食稳产增产举措落地见效，印证我们有信心、有

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人特别努力、天比较帮忙”

严冬将至，确保河南全省8500多万亩小麦安

全越冬成为新课题。自秋收秋种以来，河南省商

水县张庄镇南陵村的种粮大户邱守先就忙得一刻

不停。“冬小麦刚种上，就已经签约了买家。”最近

他又忙着走村串户，与更多有意愿的农户协商流

转土地。

民以食为天，粮价是百价之基。今年粮食

生产经历多重挑战，实现高位再增产，全年粮食

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奠

定基础。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介绍，

今年粮食面积继续增加，在粮食增产中发挥了关

键性作用。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加

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清理“非粮化”，复耕撂荒

地，推行间套复种，千方百计挖掘面积潜力，夏粮、

早稻面积分别增加138万亩、31万亩，秋粮面积也

增加较多，奠定了丰收基础。

大豆扩种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启动实施

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东北地区推

广轮作扩大豆，在西北、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

下游等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今年大

豆面积超过1.5亿亩，是近60多年来大豆面积最

高值。

今年粮食生产经历罕见秋汛、夏季干旱等挑

战，局地灾情重，各地各部门攻坚克难、多措并举。

潘文博表示，夏粮遭遇上年罕见秋雨秋汛，

三分之一小麦晚播、长势差，通过落实促弱转壮、

“一喷三防”等措施，加上入春后天气比较好，夏

粮最终实现增产，是“人特别努力、天比较帮忙”

的结果。

秋粮生产方面，长江流域遭遇严重高温干旱，

这些省份通过水库调水、人工降水、地下打水、河

湖抽水等措施增加抗旱水源。同时，占全国秋粮

产量70%左右的北方主产区大部旱涝灾害少，秋

粮增产较多，有效弥补了灾区损失。

稳产能关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近日在湖南省汨罗市罗江镇罗江村，刚忙完

手上的农活，村党总支书记周艳就带领村干部们

测量田地面积。“今年村里有1200亩稻田要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以后机械化作业更方便，增产更有

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内容之一是完善水利设

施，旱能浇、涝能排。

据了解，南方夏季高温少雨，对秋粮造成了一

定影响，但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主要原因一是

水源灌溉条件较好。南方2亿亩中稻大部分有水

源条件，7600多万亩双季稻田大部分也有水源，高

温干旱主要影响丘陵岗地、“望天田”和部分灌区

末端等没有灌溉水源条件的地块。

同时，当南方高温干旱发生时，早稻已经收

获；部分中稻抽穗扬花，影响了结实率，但占比较

小；双季晚稻大多处于分蘖拔节期，对高温干旱不

敏感，影响较小。

据农业农村部调度，南方12省（市）粮食作物

因高温干旱受灾3119万亩，分别占南方秋粮、全

国秋粮面积的6.1%、2.4%。通过及时落实“一喷

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一方面促进受灾作物生

长恢复、减少了产量损失，另一方面促进未受灾

地区秋粮单产提高，实现非灾区多增产，部分弥

补灾区损失。

科技是稳产增产的关键。农业农村部持续开

展下沉一线包省包片联系指导，组织防灾减灾专

家指导组、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和重灾区蹲点指

导，采取喷施叶面肥、以水调温等技术措施。各地

也多渠道调度水源科学抗旱，能浇尽浇，对确实没

有灌溉条件因灾绝收的中稻田，蓄留一季再生稻

以弥补损失。

真金白银支持粮食生产

日前，在位于新疆巩留县的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库房，工人们正把玉米种

子搬运上大型货车，这批种子将被运到山东。“现

在企业年加工玉米种子4万吨，产品面向全国销

售。”伊犁分公司经理许福生说。

今年农业农村部提出稳口粮、稳玉米，扩大

豆、扩油菜。

潘文博表示，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

以上是底线任务，扩种大豆油料、提高食用油自
给率是硬任务。今年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基本稳
定，玉米面积稳中略减，但单产提高，总产稳中有
增；大豆面积增加较多，实现扩面增产，总产创历
史新高。

各地通过复耕复垦、减垄增地、水改旱、推行
杂粮杂豆马铃薯与大豆轮作等方式，挖掘大豆扩
面潜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超过
1500万亩。在东北、西北等主产区集成推广玉米
密植、精准调控等高产技术模式，在黄淮海地区推
广玉米适当晚收技术模式。

面对农资价格上涨等情况，今年中央财政先
后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400亿元一次性补贴。稳
定实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扩大耕
地轮作休耕项目实施规模，用于支持稳定南方双
季稻、扩种东北大豆、开发冬闲田扩油菜和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

同时，我国继续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
购价水平，稳定农民收入预期。实现三大粮食
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
大县全覆盖，启动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试点。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6亿元实现小麦‘一喷
三防’在主产区全覆盖，在南方抗高温热害关键
农时，安排 100亿元支持南方中稻抗旱保丰收，
力度之大是多年少有的。”潘文博说，随着全球
气候变暖，我国极端气象灾害事件增多，粮食生
产的过程，就是不断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我
们始终立足抗灾夺丰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技术措施，努力做到“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是

增粮”。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透视粮食生产攻坚克难夺丰收的关键之举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将收获的水稻装车（10月23日摄）。新华社发

12月 12日，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消

息，经国家药监局审查，批准郑州安图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为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2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截至目

前，国家药监局已批准42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

试剂产品。 综合

国家药监局已批准42个抗原检测试剂

八部门：启动实施
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中央

网信办获悉，为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

务管理，进一步压实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主体责任，

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领域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据悉，专项行动主要任务是督促应用程序分

发平台落实好各项任务，整治各个环节存在的问

题，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其中，搜索查找环节将重点打击“山寨App”，

从严查处各类小程序违法收取用户预付款，欺诈

消费者、卷钱跑路；从严惩处应用程序提供者为获

得更好的排名或者推荐位，刷虚假下载量和好评，

诱导用户下载；集中整治应用程序利用暗示词汇、

衣着暴露的图片或引人联想的标题等不良信息，

诱导用户点击下载等。

在下载安装环节，将集中整治强制、捆绑下载

安装。重点治理应用程序关闭、退出等按钮失灵，

未经用户同意自动下载安装的行为等。

针对运行使用环节，将全面整治各类应用程

序弹窗多且难屏蔽的问题，从严整治应用程序设

置卸载障碍、强制自动续费等严重侵害用户权益

的行为，严厉打击诱导充值等。

中央网信办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山寨App”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12

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人民币贷

款增加1.21万亿元，同比少增596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11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

212.59万亿元，同比增长1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低0.1个和0.7个百分点。前11个月，我国

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9.91万亿元，同比多增1.09万

亿元。

分部门看，11月份，我国住户贷款增加2627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837亿元，其中中长期

贷款增加7367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64.7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

和上年同期高 0.6 个和 3.9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余额66.7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上月

末低1.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6个百分点。

另外，11月份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2.95万亿

元，同比多增1.81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2.25

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11月我国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为1.9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6109

亿元；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43.19万亿元，

同比增长10%。

11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21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