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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
道 2 月 21 日，沈阳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7 号令”，除密闭经营性场所继
续暂停开放，其余场所均正常开放；
高速公路收费站全面开放，全市公
交、地铁、有轨电车恢复正常运营；
门诊全面复诊，全市各级政务服务
中心等单位恢复窗口服务。全市各
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取消弹性工作
制，自 2020 年 2 月 24 日起，恢复正常
上班。

“7 号令“指出，严禁各级各类学
校提前返校或提前开课开学，举行任
何线下教学和集体活动。3月 2日后

做线上教学和线上辅导。
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以高

风险地区返沈人员为重点，持续抓好
“三站一场”等重要部位防控措施。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引导来沈务工
人员有序返岗。对于返岗务工人员
比较集中的地方，鼓励企业采取包车
等方式集中接回务工人员。

恢复社会生活秩序。除影剧院、
棋牌室、游艺厅、书店、校外培训机
构、社区活动场所、网吧、舞厅、酒吧、
KTV、公共浴室、足浴店、美容院、室
内健身房、体育馆、游泳馆、室内景区
等空间相对密闭、人员相对集聚的经

营性场所继续暂停对外开放外，其余
场所均正常开放。

酒店、餐馆、宾馆继续暂停包房
服务，提倡分餐制或配送服务。

全市继续暂停举办集市、花市、
集会、展会、大型人才招聘会等各类
人员集聚型活动。

开放道路通行。全市 59 个高速
公路收费站全面开放运营，撤销收费
站、服务区的全部检测卡点，不停车、
不设卡、不收费。市域内国省干线和
普通公路、农村公路取消所有交通检
查卡点和硬隔离，恢复正常交通秩序。

全市314条公交线路（含支线、微

循环公交）全部恢复正常运营，早晚
高峰各延长1小时；全市地铁、有轨电
车全部恢复正常运营，地铁站暂时封
闭的入口全部开放。

恢复提供公共服务。全市各级
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分中心等单
位有序恢复窗口服务。

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科学馆
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和博物馆等文
博院所，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陆续
开放。

游园绿地、公园广场、室外文化
体育设施等公共空间恢复开放，严禁
举办集聚性活动，室外旅游景点在控

制人流密度的基础上逐步开放。
全市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取消

弹性工作制，自2020年2月24日起，恢
复正常上班。参与社区（村屯）疫情防
控的机关干部，继续在现防控岗位工
作。需居家隔离的机关干部，隔离期
满后无异常情况，方可返岗上班。

在省委教育工委确定开学时间
之前，严禁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
训机构）组织学生提前返校或提前开
课开学，不得举行任何线下教学和集
体活动。3月 2日后，按照教育部“停
课不停学”的要求，做好线上教学和
线上辅导。

24日起 沈行政事业单位恢复正常上班

沈阳所有重症患者都已转为普通型
争取3月中旬基本恢复市民正常生活秩序

截至目前，沈阳所有重症患者都已转为普通型；全市地铁、有轨电车全部恢复正常运营。
昨日，沈阳市政府召开了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场新闻发布会。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沈阳市交通运输局、沈阳市发展改革委等多个部门新闻发言人现场回应了社会关切的问题。

沈阳确诊28例 出院11例
多家医院开设互联网医院 开展网上预约诊疗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问：目前省集中救治沈阳
中心出院患者累计22例，治愈
效果较为明显，采取了哪些救

治措施？
苏立明：一是对患者进行分级管

理，集中确诊病例的重型和危重型患者
在省集中救治中心沈阳分中心（市六
院）5 号楼负压病房救治。二是组建
省、市专家团队。针对每名患者不同病

情，采取“一人一策、一例一套”措施进
行精准医疗救治。三是提前干预。防
止危重症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防止轻
症和普通型患者向重症患者转化。四
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织中医专家，制
定了中医特色诊疗方案。五是及时调
配救治设备。省集中救治沈阳中心目
前拥有有创、无创呼吸机53台，心电监
护仪135台等设备，全力保障医疗救治

的需要。六是做好心理干预。选派有
经验的重症科护士，组建高水平护理团
队，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同时，对
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稳定患者情绪，确
保患者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措施。七
是完善营养支持。组建营养师队伍，根
据患者病情，制定营养配餐，为患者病
情恢复提供支持保障。经治疗，目前全
市所有重症患者都已转为普通型。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苏立
明表示，截至目前，沈阳市共诊断确诊
病例28例，出院11例。经过积极救治，
4例重型患者均转为普通型，生命指标
平稳。同时，加强全市发热门诊规范管
理，落实首诊负责制和预检分诊制度，
确保发热患者规范就诊。

在医疗救治方面，针对目前的确诊病
例患者，建立健全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组
织对危重型病例、重型病例实行一人一策、
一例一套方案，及时科学高效救治患者，提
高救治率、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同时，全面
强化院内感染的监测和管理，认真做好医
务人员防护工作，确保感染率为零。

为保障看病就医需求，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企业内设卫生所等机构
正常开诊。同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辽宁中医
附属医院以及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设
有互联网医院，开展网上预约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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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所有重症患者都已转为普通型

从疫情最初期医用口罩零产量到日产7万只以上
沈阳市发展改革委

沈阳市发展改革委主任王庆海
表示，截至昨日 12 时，沈阳全市亿元
以上项目已实现开复工 73 个。

预计到本月底将实现 90 个项目
开复工，略低于去年同期 2 个；预计
到一季度末实现 414 个项目开复工，
高于去年同期 3.2%。目前看，上半年
1000 个项目实现开复工没有变化，全
年实现 1600 个以上项目开复工的目
标决不动摇。

在开复工的物资保障方面，N95
口罩、进入红区的防护服、一次性隔离
衣等关键防疫物资已经可以基本满足
当前救治需要，随着疫情进一步缓解，
医疗需求保障将更加充分。同时，13
个区、县（市）政府已累积采购口罩近
400万只。

就大家关注的目前防疫物资生产
能力问题，发改委表示，沈阳已从疫情
最初期的医用口罩零产量，到目前辽

宁盛实、沈阳浩宁已实现日产 7 万只
口罩，盛京堂、凯斯达、奥钢联等企业
日产 20 万只口罩将很快投放市场，新
松机器人在研发出新的口罩机基础
上，将于 2 月底 3 月初形成日产 20 万
只以上口罩生产能力，天阳医疗器械、
北华医材、华棠阁等企业防护服、隔离
衣也已陆续投产。同时，大东、于洪区
政府正在与国内知名厂家洽谈日产 50
万只口罩的生产能力。

问 ：在 不 到 一 周 的 时
间 内 预 计 开 复 工 项 目 数 量

增 加 了 26 个 ，能 介 绍 一 下 其 中 的
变 化 吗 ？

王庆海：一是疫情形势正在发生
积极变化。到 21 日为止，沈阳已经连
续 9 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项
目的开复工要以做好疫情防控为前提，

同时，疫情的有效防控又为项目开复工
创造有利条件。二是企业应对疫情的
能力正在提高。三是政府的工作模
式在变。由坐等审批到上门服务转
变，推动项目有序开复工。

市发改委、城乡建设局、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等部门在 2 月 8 日恢复
工作，延时服务，节假日无休，针对

疫情期间提出招投标需求的 83 个企
业 和 项 目 ，开 辟 绿 色 通 道 ，截 至 目
前，11 个项目履行了招投标程序，近
期还将有 72 个项目开标；营商局自
企业应急服务专线开通以来，已经
受 理 企 业 开 复 工 和 生 产 运 营 问 题
216 个，这些举措都有利促进了项目
地方开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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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9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为项目开复工创造有利条件

全市地铁、有轨电车全部恢复正常
客座率控制4成以内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杨树
表示，自昨日起，全市314条公交线
路（含支线、微循环公交）5967台公
交车全部恢复正常运营。同时为
有效应对返工复工后的客流攀升，
早晚高峰各延长一小时，早高峰为
早 7时-10时，晚高峰为 16时-19
时。高峰期间，满运力准备、满编
制上岗、满负荷运营，严格控制客
座率不高于40%，坚决避免乘客拥
挤，保证市民健康安全出行。

同时，沈阳全面恢复轨道交
通运力。昨日起，全市地铁、有
轨电车全部恢复正常运营。地
铁站暂时封闭的入口全部开放，
一、二、九号线全班列上线，备班
车辆全部热运行待命，遇有大客
流立即上线，保证第一时间做到
全运力投放。地铁和有轨电车
运营企业将加派站务员、乘务员

做好地铁站和有轨电车重点车
站的乘客疏导，及时调控客流，
坚决杜绝乘客拥挤现象发生，坚
决将早晚高峰期间车厢客座率
控制在 40%以内，全力满足市民
健康出行需求。同时，全市2.1万
台出租汽车全部恢复正常运营，
组织车辆进行防疫消毒，规范驾
驶员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确
保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

为保障返岗职工通勤需求，
交通部门还推行网上通勤业务办
理，保证市域内企业通勤包车按
照正常工作秩序提供运输服务。
按照“一车一方案”的原则，针对
企业用工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
为返岗农民工或企业员工提供返
岗“点对点”专属运送，并开辟绿
色通道，为包车企业开具通行证
和包车线路牌。

问：在客流激增情况下，市交
通运输局将采取哪些措施保证市
民出行？

杨树：公交方面，交通部门已
经安排各线路每天安排 2-3 台预
备车辆，并充分利用公交调度系统
实时关注线路运营动态，如线路上
出现客流激增情况，企业调度员将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预备车辆直接
放站运行至客流集中站位，或者向
后车下发调度指令，由后车加速运
行至客流集中站位，尽快疏散乘
客，确保市民出行顺畅。

另外，为应对疫情期间可能
发生突发大客流的情况，成立了
200台应急车辆组成的应急车队，
承担应急运输任务。同时，在重
点枢纽场站，安排专人值守，时刻

关注客量变化情况，适时增加运
力配置，确保市民顺利出行。

地铁方面，在一、二、九号线
正线及车辆段各设置 3 列热备
车，并且全部列车运力均具备上
线运营能力，保证在客流激增时
投入最大运力，最大限度保障乘
客出行、降低列车满载率在合理
范围。同时，为防止客流激增导
致的排队测温，沈阳地铁在沈阳
站、沈阳北站、工业展览馆、青年
大街、滂江街等 13 座大客流重点
车站，安装了 15 台红外测温仪，
可实现乘客快速测温。此外，为
应对大客流，沈阳地铁将实施动
态调整测温人员举措，视车站具
体客流情况在每个测温点位增加
1-2名测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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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市民出行
公交每天2-3台预备车辆
地铁各线路设置3列热备车

（下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