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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呈高发态势，我国零星散
发病例和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明显增加，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复杂。特别是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增多，聚集性活动
频繁，将加大疫情传播的风险。为贯彻中办、国办《关于
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印发了《关于有序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工作
的通知》。通知看点有哪些？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有关负责人就重点问题
进行了回答。

问：通知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答：为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工作，通知

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出行从2021年1月28日春运开始后实施，至2021年
3月8日春运结束后截止。

问：春运期间出行人员到达目的地后是否需要隔离？
答：符合本文件规定出行条件的出行人员持有效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到达目的地后不需要隔离，
到达目的地后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尽量减少聚集，遵守
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如果出现发热、干咳、咽痛、嗅（味）
觉减退、腹泻等身体不适症状，及时到医院就诊。

问：出行人员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何获得？
答：出行人员出发前可在当地任意一家有核酸检

测资质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
康通行码“绿码”出行。

问：混采检测与单管检测有什么区别？
答：混采检测指将多人的样本（一般不超过10人）

混合入同一检测管开展检测，提高检测效率，降低检测
成本，但可能等待集中采样的时间稍长。按照自愿的原

则，春节期间出行人员核酸检测可以采取混采技术开展
检测。混采和单管检测的实验室检测时间是一样的，不
影响出具检测报告的时间。

问：如何保障春运期间核酸检测需求？
答：针对春运期间核酸检测需求量增加的情况，指

导各地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积极探索降低核酸检测成
本、提高核酸检测时效性、增加核酸检测便利性等。截
至目前，全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已超过每天1500
万份，如进行混样检测，全国总检测能力还能进一步提
高，保障春运期间核酸检测需求。

问：接种新冠疫苗者是否也需要遵循春运期间出
行核酸检测的要求？

答：综合考虑疫苗保护效果、预防感染、阻断疾病
传播的能力等因素，目前已接种新冠疫苗者仍需要遵循
春运期间出行核酸检测的要求。

1 月 27 日，国家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明确：“就地过年”政策是
分级分类的，各地在政策
执行时不能擅自加码，更
不能层层加码；目前有的
地方采取的“一刀切”措
施是坚决不允许的，不能
阻断人员出行、返乡。中
央这一明确表态，具有非
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及时
回应了社会关切。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张
图：中央要求“从低风险
区返乡持绿码即可”，到
省里却变成“要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到市就变成

“要居家隔离”，到镇里变
成“核酸证明+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到村里变成

“禁止返乡”。这张图虽
有演绎成分，却也是基层
实情的折射，它生动说明
了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码
的荒唐。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
纷纷发布春节期间的防疫
政策。与中央相关工作方
案相比，不少地方政策已
有加码苗头。比如，山西
多地对所有河北车辆一律
劝返；甘肃要求所有来返
人员须提供 72 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这些
都与中央明确要求相悖，
必须纠偏。

民众响应政府“就地
过年”号召，是对防疫工
作的配合。其前提是群众
自愿选择，而不是靠随意

“硬核”加码甚至一律劝
返。

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
码，归根究底在于部分领
导干部缺少担当。相较于
劳神费力地管控流动人
员，把群众限制在家里或

“一刀切”禁止返乡，显然
要省心得多。但是，部分
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仅会
增加基层防疫成本，也会
给返乡人员制造麻烦，增
加社会矛盾。

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
码，还有损政府形象。过
去一年的抗疫经验表明，
严格、准确、不打折扣地
落实中央相关防疫政策，
足以打好抗疫阻击战。与
病毒较量一年之后，一些
地 方 重 新 回 到“ 层 层 加
码”这种初级段位，充分
暴露了当地领导干部治理
能力不达标。

当然，地方防疫政策
层层加码，也不排除有几
分“自保”考量——有些地
方问责泛化，出现疫情不
问青红皂白就要问责人。
因此，要真正防范地方层
层加码，也必须防范“问
责层层加码”，问责要精
准、稳慎，让领导干部敢
于担当，敢于落实精准防
疫政策。

就地过年是强制性措施吗?
就地过年是不是强制性措施？确有必要返乡，是否有更加严格的防控要求？1月27日，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新闻发布会。

2021年春运今日开启

关于春节出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2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讲解了不同风险等级地区的人员流动要求。

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或者近14
天内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
员，春运期间不流动。

第一级

原则上中风险
地区的人员或
者近14天内有
中风险地区旅
居史的人员，春
运期间不流动。

第二级

低风险地区进口冷链
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
接接触进口货物的从
业人员、隔离场所的工
作人员等重点人群跨
省、跨市出行的，以及
跨省返回农村地区的
返乡人员，应当持有7
日内有效的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第三级低风险地
区的其他
人员要持
健康码“绿
码”进行有
序流动。

第四级

@春运出行的你，请合理规划
行程，做好个人防护

全程佩戴好口罩，尽量减少在
公共交通工具上进食

提前准备好当地防疫健康码，
排队时保持一米间距

守护平安春运，你我皆有责任

比2019年下降四成多，比2020年增加一成多
行走路上，做好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

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发送旅客17亿人次左
右，日均4000万人次

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多点零星散发和局部聚
集性疫情交织叠加,多地出台了减少人员流动
的引导或限制性措施

又到一年春运时
今日（1月28日）
2021年春运即将开启
这个春运有些“不一样”
它是疫情常态化防控后的第一个春运

国家卫健委：“四级”划定春运出行要求

返乡政策禁止
层层加码 一些
地方该纠偏了

就地过年的政策是分级分类的，中高
风险地区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低风险地
区倡导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

各地方在政策执行的时候，不能擅自
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坚决不允许采取一
刀切的措施，不能阻断人员的出行返乡。

如何就地过个好年？
人社部将指导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送

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鼓励企业发放“留岗
红包”“过年礼包”。力争以暖心举措，让务
工人员安心过年。

要保障就地过年农民工基本生活和工
资休假权益，春节期间安排工作要依法支付
加班工资。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以工代
训等政策的落实补贴力度，指导用人单位稳
定劳动关系，不裁员、少裁员，力争以政策促
进企业以岗留工、以薪留工。

根据需要开发一批消杀防疫、社区服务
等临时性岗位。

能顺畅地买买买吗？
春节期间，商务部将每周组织向市场投

放 2 万到 3 万吨中央储备肉制品，部署各地
因势因时投放地方储备。

商务部将组织重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各类餐饮、住宿、商超等生活服务网点春节
不打烊，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商务部举办全国网上年货节，联动线上
线下开展年味浓郁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

如何为就地过年群众提
供文化休闲产品和服务？

增加网络、电视、广播等文化体育节目
的供应，鼓励提供免费的流量，提供网络视
频App限时免费电影放映等服务。

鼓励在空间开阔的场所增加演出的频
次，并进行线上的演播，指导各地卫视编排
播出一批主题多样、类型丰富的电视剧、节
目、晚会、纪录片、动画片等等。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提供乡村游、周边
游等旅游产品和假日休闲活动，开放公园、
体育场等户外活动的空间。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出现
哪些新变化？

疫情大多发生在天气寒冷的北方地区，
且集中在农村地区。

境外输入病例数量明显增加。今年 1
月份，日均输入病例数接近去年 11 月份的
两倍。

春节临近，聚集性活动增加，可能增加
疫情传播的风险。

预计气温明显回升前，境外疫情通过入
境人员和物品输入引起局部传播的风险依
然较高，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新冠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截至 26 日，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2276.7

万剂次。实现疫苗信息化管理，每一支疫苗
都能够全程可追溯。

明确了 这类出行人不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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