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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A4

短 评 中国抗疫经验备受全球关注
在近年来的公共卫生事件中， 病毒传播之

广， 疫情发展之快， 且范围影响之大， 新冠肺

炎病毒居冠。 数据表明： 136 个国家和地区被

传染， 欧洲成为了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地

区 。 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 ：

“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

面对无孔不入、 无远不届的新冠肺炎病

毒， 全球已陷入了极度紧张和恐慌。 纵观之，

各国处置有三： 一是政府紧急动员， 防疫措施

升级， 力争亡羊补牢； 二是束手无策， 还停留

在研究阶段； 三是如瑞典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世界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国。 一个多月来，

中国众志成城， 联防联控， 精准施策， 抗疫取

得了重大进展， 走势向好趋稳， 已大面积复工

复产， 不少省份 “清零”。 日前， 北京举办了

一次特殊的跨国会议， 中国向 50 多个国家驻

华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通报了抗疫经验， 并毫

无保留地提供诊疗方案及最新研究成果。 可以

毫不夸饰地说， 中国抗疫经验正在抵达全球，

不少国家纷纷效仿， 诸如： 西班牙和科威特宣

布封城、 伊朗建立方舱医院、 意大利推广居家

隔离、 荷兰取消所有 100 人以上的活动等等。

近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联合国秘书长和

10 多国领导人或电话沟通或视频连线， 一再

表态： 愿同有关国家分享防控经验； 外交部发

言人表示： 中方将通过五方面举措助力全球抗

疫。 沉甸甸的中国方案是我国对 “人类命运共

同体” 理念的又一次实践， 也体现了一个负责

任大国的气度与担当。

人类命运与共， 环球同此凉热。 绝不能让

本就脆弱的全球抗疫战线断裂、 塌陷， 使新冠

肺炎病毒有肆虐的土壤和滋生的温床， 中国将

向世界贡献力量与智慧！

（沈栖）

上海明确境外回国人员输入病例医疗费用支付问题

未参加医保者医疗费自负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境外回国人员新冠肺炎输入病

例医疗费用， 该如何支付？ 记者从昨日举行

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

获悉， 上海明确境外回国人员新冠肺炎输入

病例医疗费用支付问题， 未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的人员， 医疗费用原则上由患者自负； 确

有困难的人员，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 可按照

法律法规给予医疗救助。

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郑锦表示， 经

向相关部门问询， 上海明确境外回国人员输

入病例医疗费用支付政策： 境外回国人员输

入病例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在基本

医保、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医

疗费用后， 个人负担部分财政给予补助。 境

外回国人员输入病例中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的人员， 医疗费用原则上由患者个人负担；

参加了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员， 由商业保险公

司按合同支付。

对境外回国人员输入病例中未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 确有困难的人员， 经认定符合条

件的， 可按照法律法规给予医疗救助。 下一

步， 上海还将与国家政策做好衔接。

病例方面，截至 3 月 15 日 12 时，上海市

已累计发现确诊病例 353例。确诊病例中，男

性 185 例，女性 168 例；年龄最大 88 岁，最小 7

月龄；145例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34 例有湖北

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159 例有相关病例接

触史，4例有伊朗居住史，8例有意大利居住史，

1 例有美国居住史，1 例有法国居住史，1 例有

西班牙居住史；外地来沪人员 111例，境外输入

人员 15例，本市常住人口 227例。

确诊病例中， 现有 26 例在院治疗， 其中

17 例病情平稳， 8 例病情危重,1 例重症； 324

例治愈出院； 3 例死亡。 尚有 40 例疑似病例

正在排查中， 其中 29 例是通过联防联控机制

发现的境外输入型疑似病例。 3 月 14 日确诊

的 3例境外输入型病例， 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

观察， 未去过其他场所。 浦东国际机场已严格

落实相关消毒措施。 市疾控中心会同海关、 公

安等部门加紧开展密切接触者排查追踪等工

作， 目前已追踪到在本市的密切接触者 91 人，

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上海将继续做好本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

医疗救治，加强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两个口岸入

境人员对口定点筛查的医疗力量， 严格落实工

作措施，进一步提高筛查救治能力；继续做强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夯实源头

发现、源头管控机制；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日常诊疗服务”，各级医疗机构在做好防护

的基础上，有序开展日常医疗服务。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 3月 14日印发 《因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

作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对进一

步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

失儿童 （以下简称监护缺失儿童） 救助

保护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方案》 明确， 监护缺失儿童包括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认感染、 疑似感染

或需隔离观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防

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不

能完全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

《方案》 要求， 各地发现儿童监护

缺失的， 要及时报告。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要统筹儿童督导员、 儿童

主任、 基层妇联执委、 社区工作者、 社

会工作者等力量， 结合疫情防控排查，

对各村 （社区） 儿童监护情况进行全面

摸底。 卫生健康部门、 医疗机构对确诊

收治或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对象， 首

先询问其监护对象情况， 存在儿童监护

缺失情形的要及时向其所在村 （居） 民

委员会、 工作单位或同级民政部门通报。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疫情影响暂时不能

履行监护职责的， 要第一时间主动报告。

各地要开通儿童救助保护热线、 发挥

“12338” 妇女维权热线作用。 其他个人

或组织发现儿童监护缺失的， 要及时向

儿童实际居住地村 （居） 民委员会、 乡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报告。

《方案》 要求， 各地要分类施策，

落实监护照料措施。 对没有监护人的儿

童， 由村 （居） 民委员会临时照料， 确

有困难的， 由县级民政部门承担临时监

护责任。 监护缺失儿童有疫情接触史的，

要安置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检测， 对确

诊或疑似病例， 要优先安置到定点医疗

机构就诊救治。 对委托监护、 指定由专

人照料的儿童， 要实行包干到人， 对儿

童照料情况进行家访或电话跟踪。 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治愈出院或结束隔离后，

要在提供当地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出院

证明或相关健康医学证明的前提下， 及

时将儿童接回照料。

《方案》 要求，各地要加强对困难儿

童及家庭救助帮扶。 在疫情防控期间，凡

是符合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条

件的监护缺失儿童，要及时将其纳入相应

保障范围。对因疫情影响导致生活陷入困

难的儿童及家庭，要按照规定及时给予临

时救助或落实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

《方案》强调，各地要把监护缺失儿童

救助保护工作纳入重要工作内容，完善工

作方案，细化制度措施，加强组织保障，强

化资金保障，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切

实加强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确保

不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

特殊困境儿童是社会上最让人牵挂

的群体之一。 上海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

间对社区内社会散居孤儿、 困境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保护； 高度重视因

疫情可能导致的儿童临时监护缺失问题。

市民政局副局长蒋蕊日前介绍， 疫

情发生后， 市民政局明确要求全市各区、

各街镇， 必须将上述特殊儿童纳入社区

重点关怀对象范围， 启动“日报” 制度，

实行“一人一档” 管理， 避免出现盲区，

确保任何时候、 任何社区的孩子都有人

管、 有人关心、 有人照顾。

同时， 在全市范围设立了“962200

社区特殊儿童安全保护服务热线”， 24

小时开通。 任何单位、 社会组织或个人，

只要发现社区内有儿童处于无人监护、

无人照料状态， 即可随时致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方案：

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
应及时救助保护

3 月 14 日

晚， 时尚主播李

佳琦开启了一场

特殊的直播———

他没有推荐任何

品牌的商品， 而

是与来自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的专家

“小姐姐” 杨青

一起， 联手打造

“3.15 消费直播

间”。

主播专家联手打造“3.15消费直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