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疾控中心发出多项提示提醒

返岗注意
八项提示

本报讯（记者 汪辉 成燕 通讯员 卢袆舟
刘战伟）在当前我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返岗工作人员需要做好哪些
自我防护呢？郑州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八
项提示，提醒公众要采取以下措施做好自我
防护：

提示一：出门时务必正确并全程佩戴一
次性医用口罩，尽量避免乘坐厢式电梯，建议
步行上下楼，尽量不触摸扶手。

提示二：选择步行、骑行、自驾车或乘坐
班车上下班。确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尽
量与其他人保持距离，避免交谈，尽量避免触
碰车上物品和他人。

提示三：进入工作场所前，自觉接受体温
检测，体温正常可入楼工作，并到卫生间洗
手。若体温超过37.2℃，请勿入楼工作，并回
家观察休息，必要时到医院就诊。

提示四：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建议每日
通风3次，每次20至30分钟，做好工作场所、办
公室、卫生间和办公用品日常消毒、清洁工作。

提示五：多人办公时佩戴口罩，人与人之
间保持1米以上距离，减少面对面交流。减
少集中开会次数，可采用视频会议、微信等线
上沟通。如必须集中开会须佩戴口罩并控制
会议时长和人员数量，开会人员间隔1米以
上，会议时间过长时，开窗通风1次。会议结
束后场地、座椅等须进行消毒。

提示六：采用分餐进食，避免人员密集。
餐厅每日消毒1次，餐桌椅使用后进行消毒。
餐具用品须高温消毒。操作间保持清洁干燥，
严禁生食和熟食用品混用，避免生食肉类。

提示七：下班后不在单位逗留，下班后不
聚会、不聚餐。回家进门后，先将外套、鞋帽、
钥匙、手机、眼镜等放置在固定位置及时消毒
清洁，再洗手洗脸，摘口罩前后做好手卫生并
开窗通风。

提示八：回家后尽量不要外出，可在家进
行适度锻炼，多饮水、注意饮食健康均衡，注
意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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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始终在一起

2月15日郑州市新增4例
确诊病例信息情况通报

2020年 2月 15日 0~24时，郑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4例。截至2月 15日 24时，郑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48例，其中治愈出院70例。

现将新增4例确诊病例情况公布如下：
病例145：男，63岁，现住荥阳市王村镇。1月 19日至

1月 27日与重庆返郑亲属密切接触，1月 28日乘私家车至
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就诊，当日下午以肺部感染收治入
院，2月 14日转入该院感染科隔离治疗，2月 15日确诊。

病例146：男，40 岁，现住上街区济源路办事处豫翠
园。2月 5日、6日先后两次到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探视
亲属（与病例145同病房），2月 7日至2月 9日居家未外出，
2月 10日因发热到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就诊并留观治
疗，2月 15日确诊。

病例147：女，22岁，现住上街区许昌路左照新区，为
病例 145病区护士，2月 13日因发热收治于郑州市第十五
人民医院感染科隔离治疗，2月 15日确诊。

病例148：男，68岁，现住信阳市浉河区东方红大道申
泰市场。2月 12日因发热乘私家车至信阳市中心医院就
诊，2月 13日病情加重，2月 14日晚由120救护车从信阳转
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医院区），2月 15日凌晨乘私
家车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发热门诊就诊，
2月 15日确诊。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配合防疫要求，经新郑市政府批准，新郑出〔2020〕1
号（网）地块的挂牌截止时间从2020年2月21日10时延
期至2020年3月10日10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从
2020年2月19日16时延期至2020年3月6日16时。

特此公告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2月17日

关于新郑出〔2020〕1号（网）地块
挂牌延期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汪辉 成燕 通讯员 祁
辉）在新冠肺炎疫情控制的紧要关头，慢
性病患者就医应注意什么?昨日，郑州市
疾控中心专家提示相关患者尽量减少去
医院次数，优先选择家庭医生或与原就
诊医生联系，可采用远程和线上医疗咨
询。若病情需要必须去医院，就诊需做
好就医前、就医时和就医后的防护。

就医前：要做好网上或电话预约，选
择能满足需求的就近医疗机构。尽量避
免去人流量大的医院、避免去发热门诊、
急诊等科室就诊。

减少陪同就诊人员。患者及陪同人
员要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 N95 口
罩。途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建议选择乘私家车、出租车，必要时打开
车窗保持通风，注意防寒保暖。

就医时：应减少触摸公共设施，触摸
后避免用手接触口眼鼻并及时、规范洗
手或消毒（可携带免洗洗手液或消毒湿
巾）。要规范就医，尽可能减少在医院的
逗留时间；患者就医、检查和取药时，尽
量保持与人的距离至少1米。同时听从
医生安排只做必需的检查和治疗，其他

项目和操作可以择期或延后。尽量选择
居家治疗，咨询医生并掌握自身慢性病
用药及居家治疗注意事项。如需住院，
遵守医院隔离消毒等制度，除必须外出
检查治疗外，不离开病房。

就医后：患者和家属返家后应立即
更换衣服，及时正确处理戴过的口罩和
手套；规范洗手、面部等暴露部位，尽快
清洗或消毒衣物。同时对私家车内相
关物体表面进行消毒；就医后尽量减少
外出活动、避免接触其他人，做好自我
观察。

慢性病患者就医要做好多项防护

全市中小学延期开学，孩子们如何
在完成“线上”学习的同时，更好保护眼
睛？昨日，郑州市疾控中心发出提醒：长
假孩子“停课不停学“，保护视力需要

“目”浴阳光，适度室内运动。
据介绍，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市各类

学校延期开学，一方面，孩子们没办法外
出玩耍，宅在家里把看电视、看平板电
脑、玩电子游戏当成了“解闷神器”；再加
上停学不停课，青少年儿童网络学习大
面积推广，孩子眼睛视力就成了学业之
外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话题。疫情期间
要做好近视防控，郑州市疾控中心提醒
儿童和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充足睡眠营养均衡
夜间是身体和眼睛休息放松的宝贵

时间，充足的睡眠能够促进生长激素等
重要激素的正常分泌，有利于身体和眼
睛的健康生长发育。建议幼儿园儿童每
天睡足 11小时以上，小学生每天睡足 10
小时，初中生至少 9小时，高中生至少 8
小时。避免熬夜看书、“恶补”作业、看

剧，确保身体免疫力。
日常饮食中，应保持均衡饮食，不挑

食、不偏食，保证营养全面，多吃鱼肉、水
果、蔬菜、豆制品、鸡蛋，少吃甜食、辛辣
食物和饮料。注意疫情期间食物一定要
煮熟，尤其是肉类、家禽类以及蛋类。

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父母要以身作则，发挥榜样的力

量。跟孩子相处时，远离手机；每天应尽
可能多地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倾听、
交流和互动，让孩子没有无聊的时间；帮
助孩子培养一两个室内活动爱好；还可
以通过设置闹钟或内置帮助软件等帮助
孩子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一般而言，孩子每天使用电子产品
的总时长不要超过 1小时。若是学习原
因要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每
次时间最好不宜超过 20 分钟。在使用
时，建议固定在桌上，保持适当的距离。
幼儿园儿童最好不用或少用手机、平板
等需要近距离使用的电子产品。

此外，中小学生看书、做作业或看电

视时光线要适中，注意劳逸结合，遵循
“3010”法则，即 30~40分钟左右让眼睛
休息远眺放松10分钟。

“目”浴阳光室内适度锻炼
户外活动是降低近视发生风险的最

有效措施，但在疫情期间户外活动受限，
阳台或自家院子等能够照射到太阳的地
方，也不失为护眼“宝地”。可以在早晨、
中午、下午的不同时间段，在开窗通风防
病的同时，尽情地让孩子们“目”浴阳光，
看看远处。

另外可以选择合适的室内运动，如
健身操、蹲跳、仰卧起坐、瑜伽、跳绳等。
合适的室内运动能够预防近视的发生或
延缓近视进展，并且能够增强自身抵抗
力。室内活动的时间多了，近距离用眼
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市疾控中心提醒家长朋友在防控疫
情严峻形势下，把孩子身心健康放在第
一位，珍惜宝贵假期，不过度施加压力，
科学、适度安排孩子学习、生活和锻炼。

本报记者 王红 通讯员 王萌 邢艺苑

（上接一版）经过多部门共同努
力，中欧班列（郑州）去程顺利开行，这
将对郑州巩固提升“运贸一体化”新优
势，服务河南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发展大局，助力加快构建河南内陆
开放高地发挥积极作用。

春节期间回程常态开行
运来防疫物资

中欧班列（郑州）去程班列春季首
发开行之后，将常态化并加密开行，后
期计划两周内每周开行三班（去程 2
班回程 1班），全力以赴确保高质量完
成全年开行目标，保障“陆上丝绸之
路”国际物流通道畅通。

春节期间，中欧班列（郑州）回程班
列依然常态运营，从 2020 年 1月 1日
至今，中欧班列（郑州）回程班列已开
行27班，春节后回程班列开行了16班。

2 月 12 日，首批搭乘中欧班列
（郑州）入境的 204件开关柜极柱、开
关柜真空泡等疫情防控物资抵郑，这
批物资用于贵州版“小汤山”医院改扩
建及上海金山医院扩容、广东佛山“小
汤山”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等项目建
设。郑州陆港公司紧急调派车辆，于
2月 13日将货物发出。

中欧班列（郑州）回程班列稳定开
行，很好地发挥产业带动效应，为郑州
建设“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国际
物流通道枢纽提供新动能。

郑欧班列已成河南对外
开放品牌

中欧班列“郑州速度”综合运营能
力始终保持在中欧班列“第一方阵”，

打造了河南对外开放的品牌。
中欧班列（郑州）2013年7月18日

开行以来，成功实现了多线路多目的站
多口岸开行，形成了覆盖欧洲、中亚、东
盟和亚太（日韩等）的物流网络；成功
实现了多式联运多枢纽开行，实现欧
洲与亚洲的铁公路海多式联运，“一单
制”服务模式、创新“门到门”服务，成
功打造出郑州多式联运服务新品牌。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郑州）已累
计开行 2840班。按照计划，2020年，
中欧班列（郑州）计划开行1100班，重
箱率、往返均衡率、货运量、运输安全
等综合指标、综合实力将持续保持中
欧班列前茅。同时还将持续创新运贸
一体化，丰富群众商品供应，通过创新

合作模式、调整销售模式、拓宽销售渠
道、优化专项活动等，丰富疫情防控形
势下群众的商品供应。

排除万难，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工
作与运输生产两不误、双推进。

“郑州铁路部门将为中欧班列开
辟绿色通道，坚持优先承运、优先装
车、优先挂运，提供优质车辆，快装快
卸，压缩在站停留时间，为企业复工复
产创造条件，提供运输便利。”中铁联
集郑州中心站副总经理史锋华介绍
说，中心站将为中欧、中亚班列提供优
质服务，24小时不间断受理国际货物
业务，并根据相关政策，减免疫情防控
期间国际货物相关费用，减少疫情对
企业造成的影响。

郑欧班列恢复常态化开行
春节后首趟去程鸣笛出发驰往中亚

阅读链接
郑欧班列始终保持在中欧班列“第一方阵”

2013年7月18日，首班中欧班列（郑州）开通，中欧班
列（郑州）的贯通，让中原成为中部亚欧大陆桥的新起点，
打开了地处内陆的郑州通向中亚和欧洲的重要突破口。

速度由慢到快、开行班次由少到多……一年一个飞跃：
2013年开行当年，中欧班列（郑州）仅开行13班；2014年全
年开行仅87班；2015年开行156班；2016年开行251班；
2017年，中欧班列（郑州）开行501班，开行时速从80公里
到120公里，集货范围从500公里到1500公里集货区域。

2018年，中欧班列（郑州）全年共开行752班（416班
去程，336班回程），形成了多口岸、多线路国际网络布局，
辐射连通东、西、南、北通道四个方向全面打通。全国中
欧班列回程比例、发送货量、开行计划兑现率、班期频次
兑现率和运输安全六项主要安全质量综合指标评价中，
郑州名列前三，中欧班列（郑州）综合运行能力同属中欧
班列“第一方阵”。

2019年，中欧班列（郑州）全年开行 1000班。已形
成直达7个目的站点（德国汉堡、慕尼黑，比利时列日，俄
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
干，越南河内）、6个出入境口岸（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
斯，内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黑龙江绥芬河和广西凭祥）
线路网络，实现了对欧洲、中亚、东盟和亚太（日韩等）物
流服务网络的全覆盖，集货范围覆盖全国3/4区域，境内
外合作伙伴5000多家，网络遍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
区30多个国家130个城市。

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塑造了“数字班列”“冷链班列”“运
贸一体化”等河南班列特色品牌，综合运营指标保持在全
国“第一方阵”，2019年 11月份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一干三支”铁海公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被正式命名为“国家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2020年，中欧班列（郑州）计划开行1100班，始终保
持在中欧班列“第一方阵”。在实现“七站点六口岸”常态
化基础上，加快开发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和土耳其
等国家的南欧线路，进一步实现线路多元化、网络广覆盖。

河南研制快检试纸
3分钟测出新冠病毒

疫苗和检测技术研究获多项阶段性成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进入攻坚期，河南科研战“役”捷报频传。昨日，从河南农业大学
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可用于快速检测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
试纸研制成功，检测精度高，反应时间只需 3分钟；新冠病毒抗
体快速检测试纸研制成功，可用于诊断、治疗参考，流行病学调
查、免疫评估等；新冠病毒疫苗抗原研制成功，动物试验效果最
快可于一个月内得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改平勇于担当，主动应对，集中其在河南农业大学、郑州大
学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等三个实验室的
优势资源，组织精干研究团队，第一时间紧急启动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和检测技术研究工作。在整个春节假期期间，张改平团队保
持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取得六大方面的阶
段性成果：提出了采样随即灭活病毒的采样方案，可有效降低病
毒扩散；设计合成了独特的引物，研制成功了可用于检测新型冠
状病毒的普通PCR检测试剂和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其中，
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的检测精度为国家公布引物的10~100
倍，检测时间为1.5小时；研制成功了可用于快速检测新型冠状病
毒的核酸检测试纸，检测精度提高到10个拷贝以下，在试纸上的
反应时间只需3分钟，可肉眼观测结果，操作简便，且不必使用专
门的仪器设备；研制成功了新型冠状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纸，可
用于诊断、治疗参考，流行病学调查、免疫评估等；利用现代基因
工程技术、蛋白质结构生物学技术和疫苗学技术，设计、表达、纯
化了新型冠状病毒蛋白，并经化学建构后研制成功了新型冠状
病毒的疫苗抗原，2月 8日已经将第一批抗原免疫了小动物和大
动物，动物试验效果最快可于一个月内得出；已与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张亚平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应对疫情科研公关组组长徐涛院
士等商定了合作，进行后续的抗体中和病毒试验和疫苗开发。

据悉，张改平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免疫学专家，于上世纪
9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动物疫病快速检测试纸产品、
抗体检测产品和以“瘦肉精”检测试纸为代表的半抗原检测产
品，是我国试纸快速检测领域的奠基者。近 20年来，张改平院
士团队致力于新概念疫苗的研究，他的团队已研制出多个精准、
高效、微量的新一代疫苗，正在申请国家批准。

健康登记升级
扫码出行购物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昨日，记者从市防控办了
解到，随着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我市人流量增大，为保障公众出
行安全，防止公共场合发生聚集性传染，自 2月 19日零时起至
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全市将统一上线公共交通及商超健康扫码
系统，施行扫码乘车、购物。

政策执行期间，实施公交和出租“一车一码”、地铁“一站一
码”、商超“一店一码”，市民通过公交、出租、地铁出行，以及进入
商场超市前，应通过支付宝、微信扫描二维码，由相关管理人员
进行扫码结果核验。为便于市民识别，对二维码进行了样式统
一规范，并将于2月 19日前张贴完毕。

“为避免因信息填报给广大市民带来出行和购物不便，公共
交通及商超健康扫码系统与小区健康登记系统打通，已在小区
登记的市民扫码直接返回核验结果，无须任何额外手动操作。”
阿里云城市大脑架构师牛智鹏介绍道，对于无法通过手机扫码
乘坐公交、地铁的老人、儿童，为便于疫情防控，建议优先使用实
名登记的老年卡和学生卡。

过去一周，郑州市入郑人员、小区居民及企业员工健康登记工
作开展顺利，这些数据已实时汇集至防控一体化数据平台，为我市
智能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大大提升了智能防控的水平。

“随着各类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也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基于一体化疫情防控数据平台，面向全市开展扫码登记
健康信息、识别健康信息，能够实现信息及时共享、实时追踪，将
管控落实到人，实现闭环健康管理，形成无遗漏、全覆盖、科学便
捷的管控体系。公共交通及商超健康扫码能够进一步保障公众
出行安全，防止公共场合发生聚集性传染。”市防控办相关负责人说。

（上接一版）服务河南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发展大局，助力加快构建河南内
陆开放高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欧班列（郑州）去程班列春季首发
开行之后，将常态化并加密开行，全力以
赴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开行目标，保障

“陆上丝绸之路”国际物流通道畅通，努
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建设“连通
境内外、辐射东中西”国际物流通道枢纽
和“买全球、卖全球”的战略目标。

这一声鸣笛，振奋人心，是奋勇争先
考好治理能力答卷的哨响。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全力以赴
抓好疫情防控同时，更要保持经济平稳
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完成今年确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大考中交出合

格答卷，就要坚定信念、增强信心，以统
筹兼顾之谋和组织实施之能切实把各
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统筹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全面抓好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

满收官。
群雁高飞头雁领。
打好两场硬仗、答好两道考题，领导

干部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全市党
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既要有责任担当之
勇、又要有科学防控之智，既要有统筹兼
顾之谋、又要有组织实施之能，在这次大
战与大考中强化担当、扎实工作，践行初
心使命，交出合格答卷，努力做出无愧于
党和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和贡献！

打好两场硬仗答好两道考题

孩子“停课不停学”“目”浴阳光护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