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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严保疫情期

间食品安全 
2020-04-19 

为保障疫情期间老百姓“米袋子”“菜篮子”安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食品安全抽检和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

误”。截至 4 月上旬，全省共完成 7671 批次的食品安全专项抽检任务，牢牢守住食品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此次共组织抽检了粮食加工品、食用农产品、食用油、乳制品等 16 类的食品。抽样工作集中在百姓购买量较

大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场所。 

 

  本次专项抽检共计完成 7671 批次样品，其中省局本级安排专项抽检样品 631 批次，合格样品 622 批次，合格率

98.57%。对监督抽检不合格样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辖区市场监管部门采取立即下架、召回、封存等风险防控措施，对

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作者：纪祥勇 王彦） 

省安委办下发通

知 疫情防控常

态化守住安全底

线 

2020-04-23 

日前，省安委办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立即整

治重大隐患，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分区分类组织企业落实复工复产安全措施，对安全基础好、信得过的企业实行安全承

诺、线上审批、隐患自查自报等措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对重点单位和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要深入一线精准执法、严格

执法，推动隐患问题彻底整治；对有重大风险、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必须严格把关，严防盲目复工带病生产酿成

事故。 

 

  要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突出强化危化品、煤矿、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市运行等相关领域安全

精准治理；加强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交通场站、商品集市、农贸市场、“三合一”场所等消防安全检查，对油气罐区、高

风险矿井、“头顶库”、仓储设施、易燃易爆品堆场等要派人死看硬守；对疫情期间歇业的宾馆、酒店、餐饮、景区等各

类公共场所，以及疫情隔离观察场所、医院、学校、幼儿园、福利院、养老院等要组织逐一排查，落实岗位责任和安全措

施，严防发生群死群伤事故。 

 

  通知强调，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扎实做好应急准备，健全应急处置预案，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一旦出现险

情第一时间有效应对；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和技战术准备，一旦发

生险情迅速响应，科学、高效处置，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者：徐宝德 谭迎春） 

 

   



我省疫情防控发

布会 做好五一

假期个人防护 

2020-04-29 

28 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五十一场“黑龙江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进展”系列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哈尔

滨市聚集性疫情反弹传播源检测分析结果”以及“做好五一假期个人防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校

长、黑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张学，省中医药管理局产业规划处副处长井中旭，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巍介绍了有

关情况，并回答媒体和公众关心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张学 

 

现有研究更支持归国留学生韩某为此轮哈尔滨疫情传播源 

 

困扰人们多日的哈尔滨疫情反弹的传播链源头浮出水面，在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

校长、省医学科学院院长张学就哈尔滨市疫情反弹韩某极有可能为传播链源头一事做了解读。 

 

张学在会上介绍，4 月 15 日，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将有关两个批次采样，送至中国疾控中心，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我们送的两批样本，拿到了 21 人的全基因组序列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哈尔滨医科大学生物信息专家对基因组序列数据

分析发现，这些基因组序列间 99.99%是一致的。其中有 18 个人的基因组是完全相同的。另外三人仅相差 1~2 个核苷酸。”

张学说，对 21 人的基因组分析，确定为 1 个传播链。也就证明，病毒是通过一个人传开的。 

 

“通过基因测序分析明显看到，这个传播链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与中国人群中以往测过的病毒基因组序列是明显不一

样的。”张学说，测序结果支持传播源来自国外，是境外输入病例。综合考虑基因组测序分析、流行病学调查证据关联等

信息，目前更支持韩某是此次疫情反弹的传播源。 

 

针对韩某结束居家隔离后，与家人聚餐并曾前往上海手术，到目前为止，并未造成其他人被感染的问题，张学分析，微生

物感染有一个过程，IgM 出现于感染的早期，IgG 出现于感染中后期。IgG 出现时可能已经完全治愈了。“等韩某解除在哈

尔滨的居家隔离时，有关部门对其几次进行核酸检测，都呈阴性。但两次 IgG 抗体检测是阳性，证明其已有了特异性抗

体。”它就相当于人的免疫系统把病毒给消灭掉了，此时的病毒通过飞沫、气溶胶等方式传染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这种

情况下，韩某接触的其他人没有被感染是有可能的。从传染病学角度讲，也是说得通的。” 

 

“市内码”人员只限本市内通行 

 

日前，我省在“健康码”原有三色基础上增设了“市内码”。在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

巍再次对“市内码”做了详细介绍，并对持有市内码的人员在出行方面做出相应提示。 

 



孙巍说，我省在龙江健康码原“三色码”的基础上，单独设置了“市内码”，即对新发本土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

似病例所在小区内人员(封闭楼栋单元内居民除外)设置“市内码”；对密切接触者所居住的整栋楼人员设置“市内码”；对

当地指挥部根据流调结果确定的人员范围设置“市内码”。 

 

孙巍强调，设置为“市内码”的人员只限于在本市内通行，正常生活工作不受限制，但限制离开本市。如因特殊情况需要

到省内其他地市的，须在目的地集中隔离 14 天并做 2 次核酸检测。所以提醒大家关注自己的健康码，了解当前的防控政

策，避免因不了解政策而发生措手不及的情况。 

 

这场战“疫”中医药功不可没 

 

记者在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疗效显著，我省作为生产“龙九味”等道地

药材的省份，中医药在这场战“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至目前，在全省新冠肺炎救治工作中，中医药参与率

98.82%。 

 

省中医药管理局规划产业处副处长井中旭介绍，全省有 73 所中医医院设置了发热门诊，有 44 所中医医院抽调 97 人参与了

援鄂医疗队，抽调专家积极参与了省临床用药专家组、省防控专家组、省援俄专家组工作。还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

院哈南分院改造为全省收治新冠患者后备定点医院。 

 

我省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制定了《中医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工作方案》，建立了中西医联合会诊机

制、协同救治机制，同步应用中医药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救治。成立了由国医大师、岐黄学者领衔的专家指导组，结合我

省地域气候及居民体质特点以及确诊病例中医证候特点和辨证用药规律，在强化中医药防治基础上，先后形成三版防治方

案，指导临床同步应用清肺排毒汤、根据辨证论治采用的自拟中药汤剂、中成药、中药注射液、艾灸、针灸等多种手段，

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预防、救治与康复服务。专家组还深入定点医院一线和疫情严重的地市，直接参与救治。 

 

此外，我省还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 4 个最早临床应用清肺排毒汤的省份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因我省在临床广泛

应用该方剂，取得显著效果，专门给省委、省政府发来了感谢信，学习强国平台也先后采用了 4 篇我省应用中医药防治新

冠肺炎的报道。 

 

为何对入境人员实行“3+1”检测 

 

近期我省强化了对疫情的监测筛查工作，对入境人员一律实行“3 次核酸检测+1 次血清抗体(IgM 和 IgG)检测”，为何要 3

次核酸检测+1 次血清抗体(IgM 和 IgG)检测？判定确诊患者需要几项指标？在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疾控中心副主

任孙巍为大家答疑解惑。 



 

孙巍介绍，针对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新的重大变化，我省对入境人员一律实行“3 次核酸检测+1 次血清抗体(IgM 和 IgG)检

测”，目的就是做到凡进必检、不漏一人、万无一失，坚决守住国门线，发挥“防火墙”作用，加强航空口岸疫情输入防

范，降低陆路、水路口岸输入风险。 

 

判定确诊患者需要几项指标？确诊新冠肺炎病例需要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结果等做出综合判断。流行

病学史是指发病前 14 天内有无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史、居住史或与发病前 14 天内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无

流行病学关联等。临床症状指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CT 检查具有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血常规检查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

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正常或减少等。实验室检测是指呼吸道等标本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或者病毒基因测

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或血清新型冠状病毒特异性 IgM 抗体和 IgG 抗体阳性。判断一个人是否确诊病例，我

省本着科学谨慎原则，结合流行病学史，根据病例病情进展、临床症状及核酸检测结果等进行综合判定。 

 

为何要在 3 次核酸检测的基础上加 1 次血清抗体(IgM 和 IgG)检测？孙巍说，病毒侵入人体后，人体会产生相应的特异性抗

体进行防御，其中特异性抗体 IgM 最早产生并进行早期防御，随后产生 IgG 抗体。而血清学检测便是通过检测血液样本中

的特异性抗体 IgM 和 IgG 的存在及含量，来间接判断体内有无病毒及病毒感染情况。抗原进入机体需经过一定的潜伏期才

会产生 IgM 与 IgG。在这一期间，血清无法检出 IgM 与 IgG，这时就体现了核酸检测的优势，能检测处于窗口期的患者是否

受到感染。与血清学检测相比，核酸检测能够检测到处于窗口期的患者，及早发现感染者；与核酸检测相比，血清学检测

的血液标本更易获取且标本质量有保证、操作简单快捷、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医护人员在标本采集和检测过程中被感染的风

险、更易于基层实验室展开筛查工作等。核酸检测和血清学检测各有千秋，一个是用于疾病的鉴别诊断，确保“不错”，

一个是用于疾病的初筛，确保“不漏”，二者联合进行检测，综合判读，弥补不足。 

 

假期少出门不聚集不能放松“安全弦” 

 

“五一”假期临近，许多市民希望出门进行短途旅游，在我省当前加强疫情防控形势下，专家对假期生活有什么提示和建

议？在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巍进行了回答。 

 

孙巍介绍，“五一”假期即将来临，出游成了许多人关心的话题，不少人现在已经开始提前制定出行计划了。需要提示的

是：虽然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但是我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仍比较大。“五一”假期，出行

还是存在风险，建议不能疏忽大意，不能放松“安全弦”，要尽量少出门、不聚集，非必要不出行，避免跨市旅行，尤其

对哈尔滨、牡丹江等地的市民，提倡居家过节，减少人员流动，降低聚集性疫情风险。 

 

孙巍建议，如果不得不出行，要做好以下四点： 

 



一是就近错峰出游，关注文旅部门发布的景区景点客流信息，尽量避开热门景点或景点高峰时段，避免在密闭空间内开展

娱乐项目。如果准备跨地区出游，应首选近期没有出现病例报告的地区，并且要提前联系景区，了解当地防控政策，并备

好口罩、洗手液等消毒物品。 

 

二是途中要做好防护，如果乘坐飞机或者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要遵守秩序和乘务人员的管理要求，全程戴口罩，妥善保

存票据以备查询。在乘坐交通工具时，尽量减少饮食次数。 

 

三是在游玩过程中有序排队，保持距离，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注意咳嗽礼仪，随时做好手部卫生。入住酒店后要开窗通

风，旅途中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及时到就近的医疗机构就诊。在景区内建议首选外带食品，如果在餐厅用餐，

建议间隔落座或同侧用餐，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四是遵守秩序，文明出游。自觉遵守旅游目的地和景区疫情防控制度，接受测量体温、查验健康码、分时限流、保持间距

等要求，对于由此产生的排队等待给予充分理解。 

 

孙巍最后强调，没有出行计划的群众还是要谨记：少出门、不聚集、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作者：赵一诺 谭湘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