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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看口罩
如何高效利用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2 月 8 日，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
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 有
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 知》指 出 ，为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
门和有关企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按照科学、合理、适度、管用的原
则制定针对性措施，既要切实做好春节
后返程和复工复产后的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又要及
时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中的困难和问题，
尽早恢复正常生产，为疫情防控提供充
足的物资保障，为稳定经济社会大局提
供有力支撑。

《通知》要求，一要推动分批有序错
峰返程返岗，统筹制订分类分批复工
复产方案，疫情防控、能源供应、交通
物流、城乡运行、医用物资和食品等生
活必需品生产、饲料生产、市场流通销
售等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领域，要保
障条件立即推动复工复产，重大工程
和重点项目员工要及时返岗、尽早开
工。二要全力做好交通运输组织保
障，铁路、民航等要统筹运力做好重点

群 体 运 输 ，并 切 实 降 低 疫 情 传 播 风
险。三要分级分类提升核酸检测等快
速筛查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扩
大覆盖范围，提高筛查速度。四要加
强重点人群隔离和病例收治。五要指
导企业认真落实各项防疫要求，各企
业要根据生产经营特点，认真做好复
工复产前以及生产过程中检测筛查、

通 勤 保 障 、个 体 防 护 等 疫 情 防 控 工
作。六要加快推进全产业链协调运
行，建立重点企业派驻联络员制度，及
时协调解决机器、用工、资金不足等问
题，抓好原辅料、重要零部件等稳供保
障。七要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
定，做好防疫物资、仓储物流、运输配送
等重点企业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八要努力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在保
障一线医护人员防护物资的基础上，努
力满足公共服务岗位防护需求，通过多
种方式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通知》强调，各地区要压实企业和
属地政府责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形
成工作合力，切实做好群防群控，推动
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

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长假过后，上班族陆续返岗复工。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公交地铁上如
何做好防护？到单位又该注意些什
么？是否需要戴手套？对此，世界卫生
组织驻华代表处近日通过官方微信公
众号提出了一些建议。

出行时如何做好防护？世卫组织
建议尽量错峰出行。如果不得不乘坐
公交车辆，最好与其他乘客保持至少一
米的距离；避免触摸自己的脸；用含酒
精的免水洗手液洗手，尤其是触摸过售
票机、门、扶手等物体表面后；打喷嚏或
咳嗽时用纸巾、臂肘等遮盖口鼻；不要
随地吐痰；纸巾用后立即扔掉并洗手。

上班期间，应减少在密集空间内聚
集，具体做法包括以电话或网络会议替
代面对面会议，推迟不必要的团体活

动，限制同一时间工作场所的人数等；
经常对工作场所进行清洁和消毒，尤其
是门把手、电话、键盘、电梯按钮、厨房、
水房和洗手间；问候他人时避免身体接
触，不要握手；和同事、客户谈话时保持
一米距离；常使用肥皂和水或含酒精的
免水洗手液洗手；咳嗽或打喷嚏时注意
正确遮挡。

世卫组织说，如果口罩不够用，就
在最必要的时候使用，如在公交地铁车
厢、电梯等人员密集的密闭空间中。戴
口罩前后要注意洗手，且戴的过程中避
免用手触摸口罩。至于戴手套，其好处
不如勤洗手。戴手套可能给人们一种
错误的安全感，进而增加接触病毒的风
险。例如，在接触了受污染的表面后又
用戴着手套的手触摸自己的脸。若想

真正起到防护作用，手套必须一次性使
用或适当清洗、保持干燥。对公众来
说，与戴手套相比，常用肥皂和水或含
酒精的免水洗手液洗手更实用有效。

下班回家后，别忘记先洗手再与家
人接触。另外，保持家居环境卫生非常
重要，应注意的事项包括多开窗通风；
定期清洁住所，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的
家具和物体表面；常清洁孩子的玩具；
及时丢弃用过的纸巾等。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新华社郑州2月9日电 2月8日傍
晚，李霖琳（化名）走出河南省鲁山县人
民医院传染病医院，久违的新鲜空气扑
面而来。

从确诊为新冠肺炎到治愈出院，她
在隔离病房度过了惊心动魄的17天，其
间甚至因呼吸窘迫而录制过临终视
频。作为该县首例治愈者，回顾与病毒
的艰难对抗，这个拥有强大意志力的姑
娘说：“我才 24 岁，还没让家人为我骄
傲，我不能放弃自己。”

“怎么就轮到我了呢”
因为发烧住进隔离病房时，武汉大

学医学专业研究生李霖琳的心情恐慌而
无奈，“真的很扯，怎么就轮到我了呢。”

最早出现症状是1月16日。她跟几
个同学聚餐完，很快就感觉不舒服，一量
体温，37.2℃。她没在意，以为吃得太多，
或是喝了红酒的缘故，根本联想不到新
型冠状病毒。毕竟当时公布的病例只有
几十个，她也从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之后几天，再未出现任何异状。李霖
琳忙着课题和论文，并像往常一样回到河
南鲁山的农村老家过年。1月23日中午，
刚吃完一碗饺子，她又发烧了，开着空调
还觉得冷，钻进被窝，肌肉开始发酸。

“怎么办，是不是中枪了？”她顿时
害怕起来，一个人偷偷憋着哭，想不通

为什么会这样。此时，全国确诊病例已
升至571例，她也早就自觉待在家里，只
有晚上出门散散步。

体温 38℃，吐的痰透明，带着泡
沫。医学常识告诉她，肯定有问题了。
李霖琳逼迫自己冷静下来。她擦完痰，
叮嘱家人不要碰垃圾桶，都戴上口罩，
然后拨打 120，告诉对方自己很可能感
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那时候心理就有‘负反馈效应’
了，越想着严重，越会放大病情。”在救
护车上，李霖琳的体温继续升高，一度
难受得呕吐——即使在这种时刻，她还
记得提好装呕吐物的袋子，直到进了隔
离病房才扔掉。

李霖琳是这个小县城里第一个住
进隔离病房的，当天就做了全部检查。
CT、血常规、转氨酶等各项指标都不正
常，和免疫有关的细胞少了很多。次日
晚间，“咽拭子检查”结果显示阳性，她
确诊了。

“再艰难都不能睡着”
那会儿她反而淡定了。作为医学

生，她已料到了结果，年前一起吃饭的
同学，后来或多或少都有症状。

入院第二天是大年三十，她以为新
的一年一切都会好起来，可半夜12点，
她突然感觉呼吸无力，心跳弱了下来。

摸摸颈动脉，几乎感觉不到跳动，她一
下子反应过来：缺氧了！紧张会加剧缺
氧，她拼命让自己冷静，并呼叫护士送
氧气瓶。

那是她最痛苦的时刻。尽管大口
吸氧，胸廓也努力配合起伏，肺部却像
不听使唤一样，刚吸的氧气又直接从嘴
巴呼出来了。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
和脚都变了颜色，温度也低下来，觉得
自己要不行了。

“我告诉自己，这时候再艰难都不
能睡着，否则可能忘了呼吸。”李霖琳拼
命吸氧，努力活动四肢，想让它们热起
来，同时断断续续录了20分钟的临终视
频。万一最坏的情况发生，她不希望跟
亲人朋友没有告别。

医生也在一旁鼓励她。几个小时
后，手脚渐渐热了起来，她不敢入睡，在
恍惚中挨到天亮，终于脱离氧气，恢复
了自主呼吸。

“我只是觉得，我才24岁，还没让家
人为我骄傲，我不能放弃自己，要不他
们也跟着绝望了。”劫后余生，李霖琳庆
幸自己挺过来了。她坚信，药物治疗是
一方面，也要依赖自己的身体和信念，
心态放松很重要。

“发一点光，照亮一点黑暗”
李霖琳的状态越来越好，体温恢复

到 37℃，肺部炎症逐渐吸收，回家的日
子指日可待。

身在隔离病房，她相当一部分精力
却用在了安慰恐慌的亲友和陌生人
上。住院当天，她就列了7条注意事项，
叮嘱亲人在家隔离。她的亲人中，后来
只有母亲确诊了，也即将治愈出院。

她时不时在朋友圈分享应对疫情的
生活习惯，用专业知识解读相关文章。
很多朋友找她聊天，寻求安定的力量。

“希望所有人都能坚持住。”李霖琳
说，“现在觉得这个病本身没那么可怕，
有时需要靠意志力战胜，我能挺过来，
其他人也可以。”

与病毒厮杀过程中展现的顽强、乐
观，令许多知情人对她肃然起敬，但李
霖琳说，要感谢医护人员和许许多多为
疫情防控付出努力的人，他们才是拼尽
全力的战士。

治疗期间，她看资料说某种药物有
效，于是告知医院。仅仅两个小时后，疾
控部门就把药物调来了。她后来才知
道，自己住院当天，县里紧急开会布置任
务，在物资、药品等方面提供全力保障。

“如果自己有能力，尽量发一点光，
照亮一点黑暗吧。”李霖琳说，短短十几
天，对生命有很多新的思考，她已经签
好工作，毕业后也将投身疾控一线，“但
现在，我就想好好洗个澡”。

女研究生在县级医院治愈：“我能挺过来，其他人也可以”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申铖）财政部部长刘
昆9日表示，疫情发生以来，财政部门全力保障疫情防控资
金供给，截至2月8日下午6点，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
资金718.5亿元，实际支出315.5亿元。

财政部：

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718.5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积极利用包括个人
信息在内的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中央网信办9日公
开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
工作的通知》，明确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
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

通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工
作，除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授权的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
控、疾病防治为由，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收集联防联控所必需的个人信息应参照国家标准个人
信息安全规范，坚持最小范围原则，收集对象原则上限于确
诊者、疑似者、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一般不针对特定地
区的所有人群，防止形成对特定地域人群的事实上歧视。

通知明确，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
得用于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
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
信息，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收集
或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要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负责，采
取严格的管理和技术防护措施，防止被窃取、被泄露。

中央网信办：

为疫情防控等收集个人信息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安蓓）记者9日了解
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通
知，明确发挥政府储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
供，对企业多生产的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全部由政府兜底采
购收储。

第一批政府兜底采购收储的产品目录包括：医用防护
服，N95医用级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医用一次性使用
口罩，生产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等重要原材料，医用护目
镜、防护面屏、负压防护头罩，医用隔离衣，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全自动红外体温检测仪，经卫生健康、药监
部门依程序确认治疗有效的药品和疫苗。

医用防护服等疫情防控
重点医疗物资政府兜底采购收储

广州无人机编队为武汉加油
2月9日凌晨，广州珠江上空的无人机编队组成“抗击

疫情”字样。当日凌晨，无人机编队在广州珠江上空拼出
“抗击疫情”“武汉加油”“元宵节快乐”字样，以及广州塔和
黄鹤楼图形等，为武汉加油。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2月9日，在山东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支援湖北抗疫国家医疗队中的党员在出发
前重温入党誓词。截至目前，山东援助湖北医务人员总人数已达1266人。当日，全国多
地支援湖北的增派医疗队启程前往湖北。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多地增派医疗队支援湖北

据新华社杭州2月9日电（记者 许舜达）记者9日从
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0日开
始，杭州市所有品牌快递企业将全面复工。

杭州市邮政管理局局长何连忠表示，受疫情影响，杭州
老百姓对网购的需求量增长不少，与上个春节相比，快递量
增长了2.7倍。春节期间杭州有邮政、顺丰、京东、菜鸟4家
快递企业持续营业，每天杭州本地运送量有30多万件。

杭州快递企业今起全面复工

返岗复工，上班族如何做好防护？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2月9日电 第74届联大主席穆
罕默德-班迪8日在埃塞俄比亚出席第33届非盟峰会时表
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要避免谣言，加强团结合作。

穆罕默德-班迪对新华社记者说，各国应从权威渠道获
取疫情信息，对来自非官方渠道的消息要谨慎对待，避免听
信谣言。有关病毒技术层面消息应由授权机构提供。穆罕
默德-班迪对中国在疫情信息发布方面的做法表示赞赏。

联大主席：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要避免谣言加强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