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进一步加强
核酸检测能力建设

支持各市县以参股等方式培
育发展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

据介绍，核酸检测能力是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的核心能力，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也是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我省进一步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重点提升市县疾控中心
和人民医院核酸检测能力，同时依托新建的
省疾控中心、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三亚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设核酸检测基地，力争
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每日100万管的
核酸检测能力。此外，按照政府投入与市场
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支持海南旅游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通过收购、新购核酸检测设备等
方式，在三亚、儋州、琼海、五指山等市县布局
核酸检测能力，近期已在不到10天的时间，
已初步完成每日55万管的核酸检测能力的
建设。支持各市县以购买服务、合作、参股等
方式培育发展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

加大检验人员储备
进一步加强全省核酸检测人员培训，凡

具有临床检验资质的在职医务人员，均应参
加核酸检测PCR上岗培训，9月4日以来我
省举办新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培训班，一
次性培训近1800人；同时，明确要求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取得PCR资质的人员，定期组织
到核酸检测实验室轮班轮训；并督促各市县
广泛招募具有医学背景的技术人员（包括省
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实验室等），定期开展
培训，发生疫情后可立即投入使用。

扩大采样人员队伍
进一步盘活全省采样队伍，将采样人员

培训对象扩大到社会中具有医学相关专业技
术资质人员，广泛招募民营医院、零售药店、
学校医务室、村卫生室及企事业单位中符合
要求的人员和退休医务人员等参加采样培
训，壮大核酸采样力量。

优化核酸检测信息化系统
充分发挥信息化系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监测预警和常态化核酸检测频次监控功能，
实现采、送、检、报、追、管全流程信息化支撑。

加强核酸检测物资储备
将核酸检测能力建设与全省应急能力建

设相结合，充分发挥省应急物资储备中心作
用，统筹完善全省核酸检测物资集中调配体
系，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原
则，坚持实物储备和协议储备相结合，建立全
省调度、片区支援和紧急采购机制，组建物资
转运团队，确保发生疫情后能在最短时间、最
快速度投送和补充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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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全省单日报告感染者数首次降至个位数，全省新增感染者5例（确诊2例，无症状3
例）。2例本土确诊病例中，1例为隔离管控人员，1例为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发现。3例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均在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

新增感染者中，三亚报告2例、万宁报告2例、儋州报告1例。其中三亚和万宁新增的感染
者均为隔离管控人员，社会面传播风险小。海口、乐东、陵水、澄迈无新增，东方、临高已连续7
天以上无新增；昌江、琼海、定安、五指山20余天无新增。

截至9月7日，新增隔离人数1157人，解除隔离人数4872人，全省现有集中隔离人数19905人。

本报讯 昨日下午，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七十四场）在海口举行。记

者从发布会上获悉，9月7日，全省单日报告感染者数

首次降至个位数。全省疫情进入扫尾清零阶段，疫情

防控成果进一步巩固，当前工作重心逐步从疫情防控

向促进疫后经济恢复发展转移。 记者 钟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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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单日报告感染者数首次降至个位数

全省疫情进入扫尾清零阶段

做好部分集中隔离点撤并后工
作人员闭环管理，严格按照要求做好
工作人员分类管理措施，落实集中隔
离点工作人员（就地）集中隔离、闭环
返回原工作地、居家健康监测、开展
核酸检测等要求，有效防范风险。

全省疫情进入扫尾清零阶段，疫
情防控成果进一步巩固，当前工作重
心逐步从疫情防控向促进疫后经济恢
复发展转移。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

部署，“双统筹”专班靠前服务，精准纾
困，全力推动复工复产。截至9月7
日，重点项目应开尽开，项目投资平稳
运行，102个省重点项目和11个省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正常开工。全省336
个重点园区500万以上项目正常开
工，1027家“四上”企业正常生产。9
月7日共有海口、文昌、琼海、昌江、临
高、东方、澄迈等7市县开海作业，出
港渔船1919艘、渔民4817人。

当前工作重心逐步向促进
疫后经济恢复发展转移

保障重点保供单位正常
经营、加强货源组织……

多举措做好中秋节

生活物资保供
发布会上，省商务厅副厅长崔剑

介绍，中秋节是传统佳节，但假日期间
疫情防控不能松懈，商务部门将按照
分区分类的原则，做好节假日生活物
资保供。

保障重点保供单位正常经营。确
保生活必需品供应、物流畅通企业正
常经营，落实好白名单和闭环管理制
度。对大型批发市场、商超、农贸市场
等重点场所的风险职业人群，强化核
酸检测。重点机构、农贸市场、餐馆饭
店落实通风消毒、戴口罩、扫码登记。

加强货源组织。指导保供骨干企
业加强货源组织，增加商品调运量，加
大储备力度。结合节日消费特点，采
购适销对路的商品，满足群众节日消
费需求。

加强市场监测。密切关注各市
县市场运行和生活物资保供情况，一
旦出现市场异常波动及时处置；重点
市县有调运需求的，省级将及时统筹
组织。

关注长期隔离群众和特殊人群。
指导市县在节日期间，对长期隔离人
员增加配送品种；针对独居老人、残疾
人员、重病人员等特殊人群，社区会安
排专人做好生活物资保障。

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安排专
人 24 小时值班，发现问题第一时
间报告。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
动作用，昨日我省公布了第四批1208
个“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名单，
恢复认定2个“无疫村（社区）、无疫小
区”，名单通过“海南疫情防控”微信
公众号集中对外公布，广泛接受社会
监督。截至目前，我省已公布四批共
3741个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名

单，其中，三沙市（8个）、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109个），已100%完成“无
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工作。
通过开展创建活动，充分发挥调动了
人民群众抗疫积极性，持续强化村
（社区）、小区等基层疫情防控能力，
进一步巩固了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成
果。

第四批 1208 个“无疫村
（社区）、无疫小区”名单公布

在省委动员号召下，省直单位、中
央驻琼单位和相关市县党委（党组）坚
决服从、强力组织、火速集结，广大干
部和志愿者积极响应、主动请缨，义无
反顾奔赴抗疫一线。积极构建自上而
下、传导有力、运转高效的志愿服务大
队、中队、小队三级工作体系。大队设
在省委组织部，负责统筹志愿服务工
作的综合协调，中队分设在各市县中
高风险区，负责协助属地政府、隔离点
和游客转运中心开展工作。小队分设

在街道、小区、楼栋、村小组等网格单
元，所有志愿者统一接受并服从属地
指挥部和党组织调度指挥，积极融入
基层抗疫队伍，当好抗疫一线的战斗
员和服务员。

本轮疫情以来，共有140家省直
单位、51家中央驻琼单位、8个没有
疫情或者疫情较轻市县、142家社会
组织、123 家青年文明号集体共
68566名志愿者投入有关市县社区疫
情防控。

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和社会
力量下沉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下一步，进一步抓好疫情收尾工
作，扎实开展区域核酸检测，切实捞干
阳性感染者，防止疫情反弹。按照有
关要求，及时调整中高风险区，做实低
风险区管控。抓好外防输入工作，严
格落实入琼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以及落地检措施。落实渔民捕捞返回
后的核酸检测措施，及时降低海上传
播风险，牢牢守住海上传播防线。

当前我省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持续向好，但疫情仍时有发生，全
省尚未全面进入常态化防控，且近期
国内一些省份均有本土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中秋节即将来临，人员
流动将进一步增大，聚集性活动将有

所增多，疫情输入和扩散的风险将随
之增大。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坚定不
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
略，坚守疫情不出现规模性反弹的底
线，加强抵琼人员管理，严防疫情输
入；严格做好人员出行管理，强化交
通运输等流动性大的行业疫情防控
和人物同防。倡导广大公众提高自
我防护意识，非必要不离琼，在公共
场合自觉落实扫地点码、戴口罩、少
聚集、注意手卫生等防控措施。倡导
文明用餐、在正规渠道购买进口冷冻
食品。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员尤其是
老年人，积极主动接种疫苗，降低感
染特别是重症的发生率。

进一步抓好疫情收尾工作，
防止疫情反弹

海口全域无中高风险区

转为常态化防控
□记者 苏钟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了
解到，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相
关规定，经专家组研判，自9月8日起，
将桂林洋经济开发区高校区海涛大道
1001号海口经济学院由中风险区调
整为低风险区。调整后，海口市全域
无中、高风险区，转为常态化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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