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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后疫情走势如何？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副司长

刘清介绍，专家研判认为，由于人群接
种疫苗和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免疫力存
在随时间衰减的客观规律，全国疫情在
今年 4 月上旬达到 2022 年 11 月以来的
最低水平，近期开始出现缓慢上升的情
况，这种变化趋势符合预期，也与全球
奥密克戎病毒株波动流行的规律相
似。人群免疫力衰退是一个逐步渐进
的过程，当前我国的人群总体免疫保护
水平仍较高。

五 一 假 期 人 群 聚 集 和 流 动 性 增
强，客观上增加了病毒传播机会，预计
五一假期后全国部分地区的疫情可能
会出现小幅的反弹，发生聚集性疫情
的场所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出现规模
性疫情的可能性不大，短期内不会对
医疗救治和社会运行造成明显的冲
击。

二、是否应该担心 XBB系列变异
株？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
操介绍，目前，我国新冠病毒主要流行
株已变为XBB系列变异株。

监测数据显示，4 月下旬我国输入

病例中，XBB 系列变异株占比已达到
97.5％，与全球XBB 系列变异株占比基
本一致；本土病例中XBB系列变异株占
比自今年 2 月开始持续升高，从 2 月中
旬的 0.2％增长至 4 月下旬的 74.4％。
同时，BA.5.2、BF.7、BA.2 及其亚分支合
计占比约 25％。

但从目前的监测数据看，包括XBB
在内正在流行的变异株与早期奥密克
戎各亚分支相比，致病力没有明显变
化。

三、“乙类乙管”各项措施是否将继
续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结
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
不意味着新冠疫情的结束，也并不意味
着疫情危害就彻底没有，更不意味着我
们对新冠疫情放任不管。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介绍，当前，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异，
国内疫情总体处于局部零星散发状
态，疾病危害仍然存在。各地各部门
要继续落实“乙类乙管”各项措施，在
保障群众健康的同时，方便群众生产
生活。

四、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
于哪些考虑？

梁万年介绍，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
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主要是基于疫情流行态势、病毒
变异特征、人群免疫屏障和系统应对能
力建设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当前疫情流行态势来看，
全球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住院人
数和重症住院人数、病亡人数都处于较
低水平和持续下降状态。

第二，虽然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
异，有些变异株免疫逃避能力变强，
但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毒
力、致病力、病死率并没有发生太大
变化。

第三，虽然全球疫情风险仍然较
高，但人群通过自然感染和主动疫苗
接 种 ，已 经 建 立 比 较 良 好 的 免 疫 屏
障。

第四，三年多来，各国加强医疗救
助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包
括人力资源、防护设备、疫苗药品等多
方面能力都在加强，大多数国家已经具
备了较好的防控能力。

综合这些因素，人群和卫生系统的
抵抗力与新冠病毒之间已经取得一个
较平衡的状态。

五、我国还将继续坚持哪些必要的
防控措施？

梁万年介绍，接下来还需要继续坚
持必要的防控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
疫情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

一是继续开展新冠病毒变异情况
和疫情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需要进
一步健全监测网络，加强监测能力，合
理布局监测哨点，做好预警和风险研判
工作。

二是继续加强高危人群和重点人
群的疫苗接种。新冠疫苗对防重症、防
死亡，乃至更有效地防控疫情传播，都
是有价值的，需要坚持。

三是继续强化临床管理和救治能
力，特别是重症的救治能力。

四是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完善公
共卫生体系和强化基层能力建设，加强
人员技能培训和物资储备等。

五是加强健康教育和风险沟通，公
众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良
好心态。 新华社天津5月8日电

五一假期后出现规模性疫情可能性不大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
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
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央
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国
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
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日前印
发通知，部署了 2023 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
通知明确，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眼于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深化
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农村文化供给、更
好服务群众需求，全面提升农村精神
风貌，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团
结奋进的精神状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通知强调，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
建设，深化“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持续开展“四史”宣

传教育，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
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持续唱响
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激发正能量。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建好
用好农村文化阵地，深入推进农村移
风易俗。创作推出更多反映农情农
事、充满农趣农味的文艺作品，更好
满足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
求。持续推动科技助农科技兴农，加
强科普宣传，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
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宣传普及
健康知识，开展乡村妇女儿童关爱帮
扶行动，加强养老服务和心理健康服
务，着力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务
求实效，把“三下乡”活动作为助力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加强组
织领导，紧密结合实际，精心安排部
署，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
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
扶持支持，更好服务基层、惠及农民。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协同配合，总结和
创新工作方法，推动“三下乡”活动不
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加大宣传力
度，综合运用各级各类媒体，加强对集
中示范活动和重点项目的宣传报道，
生动反映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和乡村
振兴的美丽图景。

中央宣传部等部门

部署开展2023年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新华社北京 5月 8日电 国家医
保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
至 3 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
保险）总收入 9100.48 亿元，基本医疗
保 险 基 金（含 生 育 保 险）总 支 出
5577.45 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整
体运行平稳。

据 国 家 医 保 局 官 网 发 布 的 数
据显示，2023 年 1 月至 3 月，基本医
疗 保 险 基 金（含 生 育 保 险）总 收 入
9100.4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5％ 。 其
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

保 险）收 入 5653.0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 。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基
金 收 入 3447.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

2023 年 1 月至 3 月，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支出 5577.45
亿元，同比增长 21.7％，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 3585.21
亿元，同比增长 21.5％。生育保险基
金待遇支出 247.6 亿元。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992.25亿元，同
比增长 22％。

一季度

基本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新华社酒泉5月8日电（记者 李
国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在轨
飞行 276天后，于 5月 8日成功返回预

定着陆场。此次试验的圆满成功，标
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究
取得重要突破，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
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在轨飞行276天

我国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成功着陆

5月8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观众参观展会上展出的工业设备。
当日，第十九届中国（天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

津）开幕。本届天津工博会吸引了来自机床、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及激光加工
等领域的近1000个知名品牌参展，配套展出机械设备约4000台套。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第十九届天津工博会开幕

5 月 8 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