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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为满足疫情防控需要，目前，沈阳
地铁所有车站每2小时全面消毒一次，
启动最高通风模式，每个整点通风15
分钟。地铁列车抵达黎明广场站等终
点站之后，进行一次车厢内消毒。

昨日上午10时，本报记者来到地
铁一号线东段终点黎明广场站，每一
趟列车进站前，都有一组保洁员站在
车尾门口处等待着。乘客全部下车
后，保洁员利用折返作业的 3 分钟时
间，迅速完成全车清洁消毒工作。

保洁员一组共有 7 人，每个人分
工不同，有的人喷洒消毒液，有的人
负责擦扶手，有的人负责擦门和座
椅，其他人分别进行通风口消毒、地
面清洁等工作。三分钟时间，他们从

车尾走到车头，列车完成折返后，再
次打开车门，迎接从黎明广场站上车
的乘客。

地铁工作人员介绍，每位保洁员
工作时间为5个半小时，在这期间，每
人需要对大约 34 辆列车完成一次全
车消毒。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
公司安全保卫办公室副主任李广颖
介绍，疫情期间，沈阳地铁所有车站
全部按照重点车站消杀标准执行，即
每 2 小时全面消毒 1 次，早晚高峰期
间再对限流区域各增加消毒 1 次，尤
其是乘客易接触的车站门帘，采取每
1小时消毒一次的严格标准。

对于乘客较多接触的门帘、出入
闸机和安检机等进行强力消毒，即消

毒液的浓度比普通消毒高出一倍。
除了在终点站列车折返期间消

毒 1 次之外，列车回库检修前及上线
前再各全面消毒 1 次，全力保证乘客
生命健康安全。

李广颖称，目前，沈阳地铁均已
执行新的车站通风模式，除每日早高
峰7：30-7：40开启10分钟通风外，平
峰时段10时至18时每整点再开启15
分钟，最大限度实现全站换新风。此
外，沈阳地铁列车空调模式均为最高
通风模式，最大限度保证车厢内与外
界空气通风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通风模式调
整，车站公共区域及列车车厢温度会
有所降低，李广颖提醒广大乘客在乘
车时要注意保暖。

沈地铁车站2小时消毒一次 开启最高通风模式

在黎明广场站，工作人员对到站列车进行消杀。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沈阳市委常委、副市长高伟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谈到

开展第二轮全员检测有利于
发现潜在的传染源和感染者

近日，央视《新闻1+1》栏目关注沈阳疫情防控，评论员白岩松连线采访了沈阳市委常委、副市长高伟。沈阳为什么要进行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沈阳市疫情流调工作目前进展如何？疫苗注射是否受到影响？高伟均一一进行了解释。

高伟：沈阳此次疫情确实情况比
较复杂，感谢国家卫健委派来了全国
一流的流调专家和我们协同作战。
流调是疫情防疫工作中最重要的环
节，全市组织了 85个流调小分队，每
个小分队由疾控专业人员、公安、大
数据技术人员组成。目前，流调工作
有了一些进展，在中风险管控区基础
上划定重点管控区就是专家提出的
建议，也是大数据分析得来的成果。

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情况没有查

清，比如说 12 月 28 日通报的新增病
例张某某（95岁，12月14日起一直在
沈医附属二院皇姑院区神经内二科
住院治疗）与此轮疫情首例确诊病例
尹某某之间，经过病毒基因测序比
较，结果一致，两者是关联病例，但目
前还没查清，张某某和尹某某到底是
怎么样的轨迹连接，这两个病例之间
的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疑团尚未
解开。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沈阳市疫情流调工作进展如何？
答：95岁病例与尹某某如何关联尚未解开

高伟：沈阳“半封城”是一个谣
言。沈阳市在2020年12月23日发现
首例病例以后，沈阳市立即启动战时
应对机制，市区两级指挥部24小时运
转。目前沈阳市的经济社会平稳有
序，大局稳定。围绕出行方面，要求

中风险地区居家隔离、不得外出，其
他地区人员非必须不离沈。

离沈人员需提供 72 小时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对公共场所和公
共交通，实行了限流的管控，按设计
承载量的50%来进行调控。对中风险

地区人员管控方面，我们也采取了
“三封”的要求，就是封户门、封单元
门、封小区门。在重要交通枢纽节点
上，比如机场、高速公路、火车站等，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管控措施，防止
疫情外延。

沈阳已经处于“半封城”状态？答：谣言

高伟：在2020年12月已经安排部
署疫苗接种的工作，目前已经采购新
冠疫苗20万支。截至1月4日已经对
重点的 2.3 万人进行了接种，保证冷

链运输人员、边境检验检疫人员、一
线卫生疾控人员等重点人群应种尽
种。按照计划安排，2021年 1月 10日
前，完成重点人群第一次疫苗接种。

2021 年 2 月 5 日前，完成重点人群第
二次疫苗接种。目前来看，新冠疫苗
储备充足，接种疫苗人员无不良反
应。

防疫背景下，疫苗注射有没有受到影响？答：10日前完成第一次接种

高伟：对全市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这是我们组织相关专家综合研判
作出的决定。此次疫情情况相对复
杂，这段时间我们卫健部门、疾控部
门在国家、省专家组指导下，开展了
大量工作，到目前有一个初步结论，
就是此次疫情病毒属于境外输入性
病毒。但是在沈阳市内发展比较快，
现在还处于发生的阶段，局面还是比
较复杂。因此经过综合研判决定在

全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开展全员检
测，最大限度的发现潜在的传染源和
感染者，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早发现、
早处置、早解决。经过这段时间努
力，确实发现了人群中的潜在感染
者。

同时借鉴兄弟城市的做法，在第
一轮全员检测的基础上，开展第二轮
全员检测。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隐
患，也在4个县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为什么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答：最大限度发现潜在传染源和感染者

高伟：在沈阳实施全员核酸检测
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个是由于温
度比较低，好多群众参与核酸检测都
在户外排队；另外我们也是首次进行
全员核酸检测，从经验上、经历上有
欠缺，好在我们居民舍小家为大家，
基本上保证了全员核酸检测的顺利
进行。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也遇到了很
多问题，比如户外排长队的问题，尤

其是在全员核酸检测初期，由于我们
经验不足、组织能力不强，出现了市
民冒着严寒在户外等候的现象。

我们在当日的指挥部调度会上
对整个检测的流程、力量又做了重新
的安排。

比如说加大了社区干部、公安干
警以及志愿者队伍的力量，实行分
时、定点、有序组织。

再比如说多利用一些街道辖区

内体育馆、学校教室和闲置室内场
所，绝对不能让群众在户外等很长
时间，也不能让采样人员、检测人员
在户外冒着寒冷工作，现在能基本
做到采样人员、检测人员在室内工
作。

对户外排队群众，也要求等候时
间不超过15分钟。经过磨合，目前总
体上有了一些改善，能够做到平稳有
序。

如何做好低温下核酸检测工作人员与市民的保暖工作？
答：更多利用室内场所

土豆1.25元/斤、尖椒6元/斤、蒜
薹 8.5 元/斤……在沈阳市皇姑区华
山路大家购生鲜超市，居民日常所需
的瓜果蔬菜保障充足，菜价较疫情暴
发前无明显上涨。门口一侧，到此买
菜的百姓正有序扫健康码排队进入。

截至目前，沈阳市中风险地区已
达16个。其中，皇姑区占12个。

记者连日来在皇姑区走访发现，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许多店铺停业，但
这里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百姓对接

下来的疫情防控有信心。
4 日傍晚，记者在皇姑区长江街

走访时看到，一家浴池已停业，并通
过门外的电子屏幕打出“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主动停业10天。”

不止是浴池，记者在皇姑区淮河
街、怒江街、昆山路、华山路等地区走
访看到，虽然是晚高峰时段，但马路
上行驶的车辆较疫情暴发前明显减
少。诸如棋牌社、台球室等百姓日常
的娱乐场所也均已停业。

在皇姑区怒江街一家面馆，饭点
时间店内只有一桌客人。这家店铺的
老板告诉记者，2020 年 12 月底开始，
店内的日均销售额较当月初锐减了2/
3，目前每天的销售额不足回本，加之
继续营业也会增加人员防疫风险，所
以他正在考虑主动停业一段时间。

2020 年 12 月 28 日，正在外面出
差的沈阳市民曹勇听闻家所在小区
被实施管控措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
正在家中的妻子、母亲和女儿吃饭会

不会受到影响。
管控刚开始时，曹勇每天都要往

家打10余个视频电话，看到饭桌上有
鱼有青菜，他终于放心了。“医务工作
者第一时间在全小区内做了核酸检
测，社区为大家提供了数种生鲜购买
渠道，通过打电话或手机 App就能配
送到家门口。”曹勇说。

“全市重点管控区域和中风险地
区共有城乡低保对象 389 户、分散特
困供养人员9人、散居孤儿1人，均由

所在社区建立了特殊群体人员信息
台账，并根据群众需求提供基本生活
保障和关爱服务。皇姑区还开通了
服务热线，落实一对一帮扶和24小时
跟踪联络机制。”沈阳市民政局副局
长马丽梅说。

此外，辽宁电力部门还配合皇姑
区政府成立了疫情防控应急抢修队，
由高低压、运维检修等专业的10名业
务骨干组成，24 小时待命，全力确保
区域可靠供电。 据新华社

正在外地出差的市民听闻家所在小区管控，每天打10余个视频电话

“看到饭桌上有鱼有青菜 我就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