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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啟广、黄琳

6月21日，夏至。然而，即使在日长日影达到极限的这一天，全球新冠疫情也丝毫
没有抵达极限的迹象。

6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在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首现于印度
的新冠病毒德尔塔（Delta）变异毒株已传播至全球92个国家。专家们担忧：德尔
塔变异毒株正在成为全球新冠主要流行毒株，全球将面临第三波疫情冲击。

全球健康专家的忧心忡忡并非空穴来风，在目前所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中，德尔
塔变异毒株传播力最强，传播速度最快，潜伏期短、病毒载量高、发病进程快。

6月21日的广州，这个我国阻击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主战场，疫情防控形势已明显好
转。6月21日0至24时，广州市无新增境内感染病例报告，这是继6月19日之后第3
个零新增日。

从5月21日确诊第一例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的病例，到6月21日疫情防控“从决战
决胜阶段转变到歼灭阶段”，短短30天里，正面阻击“德尔塔”的广州到底经历了
什么？这个上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在和病毒赛跑的过程中，掌握了哪些新式武器？

分级分类防控

广州，一个管理服务人口超过2200万、流动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在应对
德尔塔变异毒株过程中，病例人数为153人，患者零死亡。

广州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表示：“此次疫情主要为在共同居住、共同就餐、共同
托管等相对密闭的场合受到感染后造成的传播，感染者之间有明确的传播链条”，
“传播速度快、传播力强是此次疫情和以往疫情最大的不同。”

有多快？广州警方日前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了两例广州疫情病例接触画面：双方在
无接触肢体情况下，14秒就完成了病毒传播。

张周斌告诉本刊记者，从广州一个月的防控经验来看，广州的分级分类防控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

5月26日，“广州荔湾发布”发布《广州市荔湾区关于开展全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的通告》，称“5月26日至27日对全区户籍人口、暂住人口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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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出现在发布会上的广州市荔湾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林隽介绍，荔湾区全员筛
查“以社区为单位设立核酸检测点，严格实行疫情防控管理措施，确保做到应检尽
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5月26日的荔湾区全员大筛查，对于发现早期的感染者来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张周斌告诉本刊记者，根据模型预测，荔湾大筛查后，广州感染人口规模下降
99.55%。

5月29日上午8点15分，广州市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分级分类防控工作的通告
》（第13号）（以下简称13号通告），正式实施分级分类防控。

张周斌表示，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发现本轮疫情有几个特点：一是当前感染
者存在一定程度区域聚集；二是密切接触者还有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涉及到
广州和佛山的多个区域；三是续发病例涉及的人群构成和活动场所的类型比较复杂
。“这些都是疫情扩散的危险因素。加上病情传播的速度非常快，社区传播的风险
不断增加。基于这些特点，对于疫情传播的影响，我们提出了三个层级的分类分级
防控的方案。”

“第一个层级是当前病例较多且出现聚集性疫情的街道，也就是荔湾区的海龙街、
白鹤洞街、中南街、东漖街、冲口街作为防控的核心圈，传播风险高。我们在这个
层级实行的是‘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防控’的剿灭策略。重点在于排查，确
保早发现和防外溢。第一个层级在4个中风险的街道基础上增加了海龙街，是根据
风险评估的结果从疫情防控的需要作出的决定，目的就是要跑在病毒的前面，因为
这4个中风险街道和海龙街联系是非常紧密，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

“第二个层级是荔湾区以上5条街以外的其他全部区域，另外还加上越秀、海珠、
白云、番禺的部分街道以及部分社区。这主要是涉及散发病例主要的活动场所，也
是我们这次疫情的防控警戒圈，存在一定的社区传播风险。因此，在这个防控圈内
，我们实行的是‘内防扩散、高效防控’的围堵策略，重点在于避免聚集和降低感
染风险，提前设置防控的隔离带。”

“第三个层级是核心圈和警戒圈以外的全市其他区域。虽然暂时没有病例报告，但
在目前的疫情形势下，仍需警惕出现散发病例。因此，在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基础上，加强了场所限流、控制聚餐、严格查验等场所防控措施。”

分级防控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一定要跑在病毒的前面，要比病毒跑得前，要比病
毒跑得快，才能战胜病毒。”张周斌告诉本刊记者，模型计算预测，13号通告发布
后，广州感染人口规模又下降了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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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分级分类调控是动态的，根据疫情信息逐步调整，从事做到全局掌控，精准
防控。张周斌说，从13号到后面的15号、16号政府通告，每一次发布都代表防控
措施的调整，如此才到了全市153个确诊病例的规模。

与此同时，在英国，据BBC报道，截至6月16日，英国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人数
达到75953例，高于一周前的42323例，也就是说，一周之内英国“德尔塔”变异
毒株感染者增加了3万多人。

三个层级的分类防控，给广州织紧了一张密集的防疫网，扭转了战局。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6月24日指出，从广州市实施的分级分类防控措施的效果
和检测数据来看，目前传染病流行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一是6月20日至24日，广州先后在11个区的121个街镇，以及机场、港口等重点区
域开展核酸排查，共设置采样点2181个，派出医务人员2.82万人次，全市累计采样
1172万人，未发现阳性感染者。

二是6月15日至23日，广州对荔湾区芳村片区外环境开展应急监测，累计在1799个
场所采集样本4820份，其中环境样本4760份、污水样本60份，经检测均为新冠病
毒核酸阴性。

三是6月12日起，广州所有新增本土感染者均为在隔离酒店排查发现；从6月19日
到6月24日24时，全市已连续6天无新增本土感染者。目前，全市所有密接者均在
隔离酒店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一场全民动员的信息战

对广州来说，阻击德尔塔毒株，也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信息战。

与传染病作战，是一场看不清敌人的硬战；敌暗我明的态势容易引发恐慌，而消除
未知的恐惧，权威信息的即时公开是唯一的选择。6月12日广东省疫情防控工作视
频会上明确要求:“尤其要加强权威发布，做好宣传工作，引导广大群众扎实做好严
防护、不扎堆、不聚集、少出行等防控要求。”

广州战疫打响之后，各信息发布平台无论大小，开足马力发布传播疫情防控信息，
用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朱小燚的话说，是“众志成城，形成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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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荔湾区白鹤洞街，吴瑶所在的“三人小组”上门为居家隔离居民做健康检测（拍
摄者：荔湾区人民医院黄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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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瑶是荔湾区人力社保局的一名党员，也是“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主要参与支援
白鹤洞街鹤翔社区的防控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三人小组”的工作任务是做好
对居家隔离人员的健康检测、上门核酸采样等，重点关注独居老人、患有严重基础
病的病人和孕妇以及高中考相关人员的情况。如果居家隔离人员出现发烧、咳嗽等
症状，就要及时上门进行初步判断，再向区卫健局报告，进行转移排查。”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院长蔡立辉认为，在严防严控的同时，如何
精准服务封闭封控区域内的居民群众，坚决守住社区防疫这一道关口，“三人小组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符合实际、更具有执行力，为街坊提供了更加精准的防
疫服务。”

单日最高检测150万人份核酸样本、3天内完成近2000万人次的核酸采样、33小时
内完成对南沙区的封闭和解封……广州的争分夺秒如何实现？

大筛查的快速完成背后，是广州科技抗疫的努力和实力。

科技抗疫，广州有实力。广州拥有55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总数位居全国第3位；
拥有生物医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1000多家，其中包括不少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和“
隐形冠军”。 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孙翔介绍，广州目前具备核酸检测资质的
第三方检验机构共有23家。

比如，金域医学在广州的日检测量已突破35万管，是全球新冠核酸检测日单产冠军
，核酸检测样本累计超过8000万人份，单机构检测量居全球第一。达安基因研发的
核酸检测试剂和快速检测设备均为全国首批获证，销售量累计超2.9亿人份，居全国
第一……

科技抗疫，广州很努力。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孙翔介绍，这次疫情防控，广
州众多的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第一时间奔赴一线，以实用为标准，实战为方向，聚
焦核酸检测能力提升、变异病毒检测等方面开展科研攻关，研发出一大批“硬核”
科技武器投入此次战“疫”，为广州在短时间内完成迄今全球城市最大规模的核酸
检测行动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科技支撑。

建成全省首个气膜实验室，便是其中之一。金域医学副总裁、“猎鹰号”漆膜实验
室的运营总指挥李慧源告诉本刊记者，由广州实验室联合金域医学牵头建成并投入
使用全省首个“猎鹰号”气膜实验室，与先期投入的“猎鹰号”检测车等设备以及
广州金域实验室，形成了“大型检测基地+移动检测点”的高效检测模式，组成了
检测能力达35万管/天的“应急先行军”，若采用10混1混采技术，每日最高可检测
350万人份核酸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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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落实应检尽检的要求，广州利用各种科技手段，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核酸检
测能力，抢时间、争速度、出效率、见效果，从快、从严、从实地有效遏制了疫情
的扩散蔓延。”孙翔说。

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

在蔡立辉看来，广州此轮抗疫，充分发挥了科技支撑作用，充分发挥广州市卫生资
源优势，及时进行了全员的检测应检尽检，“这种检测对于病毒传播的精准监测起
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评价广州对此轮疫情的应对，蔡立辉好几次用了“精准”这个词。他认为，广州
采取分类分区分级响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充分体现了精准防控和社会秩序正常化有
机结合，既有效遏制病毒，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干扰社会正常的秩序。

人性化精准防控，是以科学防控为基础的人性化管理，也就是说，在流行病学调查
的基础上，精准划定防控目标，甚至精准锁定到某街道某小区的某栋楼。

比如，6月2日，在番禺区洛浦街锦绣半岛社区锦绣东区，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的只
是该小区的16栋、17栋和18栋，其他住户按照低风险区域管理。

又比如，疫情期间，在广州和佛山各区都已禁止或暂停餐饮场所堂食服务的情况下
，只有天河区要求社会餐饮单位是“限制”而非禁止堂食。

这些实际上符合广州人性化精准防控的思路：即采取动态防控、顺势而变的策略，
确保防控尽全力、生活不停顿、社会要稳定。而背后的支撑是各级政府各个机构遵
守的疫情防控底线思维：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用最周全最细致的准备应
对最复杂的情况。

天河区并非本土患者确诊的首发地，但依然从5月21日开始把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
大事抓紧抓实，统筹开展流调溯源和核酸筛查，扎实落实分级分类防控措施。

天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龚伟河介绍，该区核酸检测做到“人人皆知、一个不漏
”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高温、大风、短时暴雨等极端天气，近六成
的采样点设置在开放的室内空间，并贴心为群众备好饮用水、雨伞等物资，开辟老
幼绿色通道，对行动不便人员实行上门采样，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6月26日，全市中风险地区清零；此前的6月24日，广州全市高风险地区已清零。
这意味着：目前广州市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

                                    6 / 7



南沙社保局上班时间(广州南沙区社保局地址)

随着疫情防控态势的日益明朗，广州逐步回归正常生活。荔湾老城区老街老巷里的
阿婆们出门喝茶，到公园听戏遛弯，重回自由随性的日常。然而，这座城市防控抗
疫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就像战“疫”一月后广州荔湾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再
撑一撑，热腾腾的生活很快就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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