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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在爱
国卫生运动开展 70周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70 年
来，在党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
主，为改变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效
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提升社会健康
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全国
爱国卫生战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初
心使命，传承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工

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加快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新冠疫
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更加有
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发
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优势和群众
动员优势，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
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养成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践行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小
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线，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

出，爱国卫生运动70年来，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群众性卫生活动，为保障人民
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项重大惠
民工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机
制和工作方式，深入推进城乡环境卫
生治理，扎实开展健康教育和促进，为
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当前新冠

疫情防控优化调整措施在有序推进落
实，要发挥优势，调动各方面科学防控
积极性。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切实保障群众就医和防疫用品
需求，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
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
践。70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始终坚持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
社会参与，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
念，突出源头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李克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对爱国卫生运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3年元旦春节
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做好节日期间各
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
的节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调整转段
平稳有序。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强化属地
责任，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重点机构、
重点单位、重点人群疫情防控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的影响。加强分级分层分流救治
引导和居家患者健康指导，做足医疗
救治特别是重症救治的应对准备，切
实保障重症救治和正常医疗秩序。做
好药物、检测试剂的生产供应储备和
配送工作，依法查处哄抬价格、囤积
居奇行为。加强健康知识科普宣传，
引导群众注意个人防护，戴口罩、勤
洗手、少聚集，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

二、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按
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
金、失业补助金、低保金，按规定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加强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孤儿等特殊
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做好受灾群众
冬春救助，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
加大稳岗支持力度。推进集中整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行动，维护农
民工合法权益。

三、满足群众节日物质文化需
求。加强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确保
能源安全保供，确保居民用电用气
价格稳定。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产销
衔接，强化联保联供，实现交通物流
保通保畅，做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断
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制定生活必需
品应急保供预案，加强市场监测预
警，适时增加储备投放。广泛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
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文艺活动，
安排优秀电影、电视剧展播，唱响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丰富人民群众节
日文化生活，凝聚奋进新时代新征
程的强大精神力量。规范文化旅游
假日市场秩序，严肃查处价格违法
行为，推动文化旅游消费有序恢复
发展。

四、做好群众出行保障。按照满
足群众出行需求、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提供安全便捷服务的原则，组织
做好春运工作。指导企事业单位结合

工作需要和职工意愿错峰休假，指
导学校错峰放假开学，实现错峰出
行。适应客流变化做好运力供给，加
强热点区域、线路、时段的客运保
障，优化运输衔接和旅客换乘，强化
道路疏堵保畅，减少旅客出行拥挤
和聚集。针对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疫
情、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等情况，优化
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处置，确保
重要客运枢纽不关停、重要客运线
路服务不中断。深入开展交通运输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保障人民群众
出行安全。

五、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稳
定。坚持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和
措施落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深化危险化学品、矿山、烟花爆
竹、特种设备、消防、建筑施工、城镇
燃气、渔业船舶等行业领域专项整
治，排查整治各种风险隐患，坚决防
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做好雨
雪冰冻灾害、森林草原火险等监测
预警和应急处置。加强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和重
点物品、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
管，加强重点部位安全防范，严防发
生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紧密结合岁
末年初社会治安的规律特点，加大
对多发性侵财犯罪、严重暴力犯罪、

“黄赌毒”、“食药环”和电信网络诈骗
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增强人民群
众安全感。

六、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协同发
力。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引导各
级领导干部大力弘扬清正廉洁的新
风正气，严格要求自己，严格带好队
伍，严格家教家风。倡导勤俭文明过
节的良好社会风尚，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反对铺张奢侈浪费，摒弃
婚丧嫁娶陋习。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
别是工作在条件艰苦地区和急难险
重任务一线的同志，做好对因公去世
基层干部家属的走访慰问、照顾救助
和长期帮扶工作，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担当作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者福利、
公车私用等问题加强监督，对不收敛
不收手、顶风违纪行为从严从重处
置。大力纠治在疫情防控、民生保障、
帮扶救助、安全生产等方面不作为、
乱作为问题，坚决纠治岁末年初以总
结部署工作等名义加重基层负担的
形式主义问题。

七、做好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
工作。严格执行 24小时专人值班和
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外出报备等制
度，保证节日期间各项工作正常运
转。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准备工作，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
确保重要情况第一时间请示报告并
及时有效处置。直接服务群众的单
位要安排好节日期间值班执勤并保
证服务质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做好2023年
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

新华社记者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作
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感染新冠病
毒后，如何科学用药？康复后，有哪些
注意事项？多久能运动？未感染新冠
病毒的人群，献血是否会增加感染的
风险？针对当下公众关心的热点问
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相关领
域权威专家作出解答。

感染后如何科学用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高燕表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高
热等临床症状，在体温超过38.5摄氏
度的时候，人体感觉会非常难受，这
个时候需要用一些退热药。

高燕介绍，如果患者本身有一些
慢性病，比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或者平时有胃肠道的一些基础病，在
用解热镇痛药时，不要空腹服用。此
外，密集用药可能诱发消化道出血等
症状，可以合并用一些胃黏膜的保护
剂，再来吃解热镇痛药会更安全一些。

“对于大部分新冠患者来说，还
是以轻症为主，对症处理就行。止咳、
镇咳、化痰类药相对来说较安全。”高
燕提醒，在临床上很多药物之间可能
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尤其是有一些比

较严重的慢性基础病的人群，应该在
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康复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
院院长刘清泉介绍，感染新冠病毒以
后7至10天，绝大部分人都会进入康
复状态，可能核酸或抗原都转阴了，
但仍会遗留一些症状，比如咳嗽、嗓
子不舒服等。进入康复期，患者精神
上要保持高昂斗志。

刘清泉提醒，康复后不要大吃大
喝，要保持清淡饮食，加强营养，摄入
足够的蛋白质，多吃蔬菜水果，保证
体力的恢复。同时，生活、工作节奏要
适当放缓一点，不要熬夜。

对于一些康复后陆续返岗工作
的人，高燕表示，如果退烧以后，体力
有明显改善，就可以返岗工作。但是
一些呼吸道症状可能会恢复得慢一
些，发热期还是应该多卧床休息。

康复后多久能运动？

刘清泉提醒，适量运动有利于恢
复健康，但是不能剧烈运动，过度的
运动不但不能够恢复健康，有可能会
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刘清泉说，可以根据自身运动习

惯选择适量运动，不超过平时运动量
的三分之一，逐渐增量即可。

高燕表示，对于中青年群体来说，
进入恢复期的过程会短一些，并不影
响复工复产。但是高强度的健身运动，
还是要稍微缓一缓，注意休息，加强营
养，让自己尽快回归正常的状态。

“对于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
等慢性病的人群，要重点关注呼吸道
症状问题，比如咳嗽、胸闷、气促等症
状是否加重。”高燕介绍，一周左右核
酸或者抗原转阴后，这些呼吸道症状
可能还会持续，等病情明显缓解以
后，再恢复到正常的锻炼，更有利于
健康。

未感染新冠的人群，献
血是否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一个健康成年人献血不超过自
身总血量的13%，对身体没有不良影
响。”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技
师郭瑾介绍，一个健康成年人的总血
量约占体重的8%，如果50公斤的人献
血200或400毫升，即占自身总血量的
5%或10%，体重重的人占比会更低。

郭瑾表示，献血是采集人体的外
周血，献血后肝、脾、肺等储血脏器中
的血液会迅速补充至外周血中，恢复

循环血容量。献血并不会影响健康，
也不会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感染新冠后符合什么
条件可以献血？所献的血液
是否安全？

郭瑾介绍，对于曾感染新冠病毒
的无症状、轻型和普通型感染者，发
烧、咳嗽、咽痛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完全消失后一周，且最后一次核酸或
抗原检测阳性 7天后就可以献血了。
如果是重型或危重型的感染者，则需
要康复6个月后才能献血。

“这个标准与国际上有关新冠病
毒感染后延迟献血的要求，以及现行
的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者延迟献血
的要求是一致的，不会对献血者健康
造成危害。”郭瑾说。

针对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的献血
者所献血液是否安全的问题，郭瑾
表示，新冠病毒是呼吸道病毒，不
会经输血传播。目前为止，全球尚
没有新冠病毒通过输血途径传播
的报道。感染新冠病毒康复以后的
献血者献的血液本身是安全的，血
站会严格采供血管理，确保感染者
康复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健康观察
后再献血。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感染后如何科学用药？康复后要注意啥？

市民在北京市朝阳区蓝色港湾购
物中心购物休闲（12月24日摄）。

近日，北京持续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多措并举稳经济、促消费，各大商
圈客流量增多，“烟火气”逐渐回归。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北京：
各大商圈逐步回暖
“烟火气”逐渐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