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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园活动教会居民垃圾分类
本报讯（通讯员 林利 宋乐）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关系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也关系资源节约使用。近日，大渡
口区九宫庙街道葛老溪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共同组织开展了
一场“垃圾分类我知道”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游园
活动。

此次活动共设有4个垃圾分类游戏摊位，游戏包括真
人版垃圾分类飞行棋、垃圾分类高尔夫、垃圾分类互动视
频和垃圾分类脑力大作战，新颖有趣的活动形式吸引了众
多居民积极参与。通过此次活动，社区居民收获颇丰。对
垃圾问题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居民纷纷认识
到，保护环境与资源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从小事做起，
大家共同努力，持之以恒，就一定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
碧水蓝天。

社区迎新春茶话会共话邻里情
本报讯（通讯员 甄莉）1月17日上午，大渡口区茄子

溪街道江州社区联合民悦社工组织，在社区会议活动中心
开展了“聚邻里，迎新春”为主题的茶话会活动，活动邀请社
区老年人、居民骨干等十多人齐聚一堂，共话社区和谐建
设。

活动现场，桌上摆满各种水果、瓜子、花生，还有寓意
着过年韵味的糕点。在这喜庆欢快的气氛中，大家围坐在
一起，边吃边聊，其乐融融。民悦社工工作人员还教居民
们手工做灯笼，社区工作人员也对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致
以节日的祝福、表示衷心感谢。“此次活动的开展，既增进
了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更让社区居
民们享受到过年的韵味、体会到大家庭的温暖。”江州社区
负责人表示。

迎新春住户调查座谈温暖村民
本报讯（通讯员 孔雯莉）“感谢领导给我们送来的关

心和问候，这个春节既特别又温暖。”1月16日上午，大渡口
区金鳌村村委会会议室里充满欢声笑语，区统计局、区农
委、跳磴镇相关领导与被抽中开展住户调查的10户家庭代
表欢聚一堂，开展迎新春住户调查工作座谈会。

其间，10户记账户进行了各自家庭情况的介绍，金鳌
村统计员介绍住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跳磴镇经发办和金
鳌村根据2022年11~12月记账笔数，评选出了一、二、三等
奖。同时，大渡口区统计局给大家准备了春节慰问礼包，感
谢大家支持与配合全国住户调查这份工作。关心记账户的
生活难处，为他们排忧解难，早前，大渡口区统计局、区农
委、跳磴镇相关领导经常入户拉家常、谈生活、叙友情，密切
了相互间的联系。

新冠病毒感染高峰已经过去，有部分人从始至终
就没有“阳过”。不少人分析，没“阳过”的人是身体好，
免疫力高，不受病毒侵害。也有人觉得，目前感觉自己
还没“阳过”的人有的可能已经感染过了，只是身体没
异样而已。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力较
强，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与患者的身体因素关系相对较
小，而与采取的防护措施是否完备、生活习惯是否良好
关系更大。”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没“阳过”的
人群，其日常保护措施大都比较到位，而且这些中有相
当数量的人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和加强针的接种，对
新冠病毒有一定的预防作用，降低了感染的概率。当
然，有些没“阳过”的人群，也可能是感染后无明显症状
表现，也可能是没有及时进行核酸检测。

“未阳人”的基因是否与众不同？对此，张伯礼表
示，目前有专家团队在对疫苗有效性的实验数据分析
过程中发现，白细胞表面抗原类型与新冠疫苗抗体应
答和突破性感染风险之间存在关联，这表明的确有一
些人拥有特定基因型，使他们更不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如HLA-DQB1*06等位基因。英国牛津大学一项覆
盖1076名新冠疫苗接种者的研究表明，在新冠原始株
和阿尔法变异株流行期间，携带这一基因的人感染机
会为未携带者的63%。相对地，也有一些人拥有更容
易感染且更容易发生重症的基因，如HLA-B*46:01
等位基因。“这些基因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携带者数量均
较低，所以绝大多数人既不具有易感基因也不具有抗
感基因。”张伯礼说。

张伯礼表示，虽然“天选之子”的比例并不大，但是其
对未来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或将产生很大的帮助，也给未
来的疫情防控策略及方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也需要
重视对这类“先天不感染者”的深入研究。 据科技日报

再有几天就是春节了，不少计划返乡的人都在关心
这些问题：南北毒株有啥不一样？返乡会感染老家的毒
株吗？“阳康”后的我会不会传染给亲人？……记者采访
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朱
珊，请她为大家一一解答。

“阳过”后返乡会二次感染吗？

不少人担心南北毒株不一样，“阳过”后返乡会重复
感染。对此，朱珊表示不用太过担心。朱珊说，目前我
国主流行株为BA5.2和BF.7，根据此前省、市疾控中心
监测情况，武汉主要是BA5.2感染。两者在致病力上并
无明显区别，症状不同更多取决于感染者的个体差异。
此外，温暖的天气更有助于身体康复，也会让人产生“北
重南轻”的错觉。

不论BA5.2和BF.7，甚至是尚未在国内形成“气
候”的XBB，都属于“奥密克戎”大家族的一员。我们在
感染其中一个毒株后，体内产生的抗体对于其他奥密克
戎变异株都有一定交叉保护力，理论上这种保护作用可
维持3至6个月。因此，春节期间的人员流动是比较安
全的，短期内发生二次感染的几率很小。

“阳康”会传染给老家亲人吗？

自己已经“阳康”了，但老家亲人还没有“阳过”，大
家聚在一起吃年饭，会不会导致交叉感染？

朱珊表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不
是真的“阳康”了。首先从症状上看，发热、咽痛、全身酸
痛等症状明显缓解，体温至少要恢复正常3天以上；其
次从检测情况来看，连续2天核酸检测为阴性，或连续3
天自测抗原为阴性。同时符合上述两点，就可以判断自
己确实已经康复了，这时是没有传染性的，可以放心聚
餐。

如果身体刚刚有了一些好转，症状尚未完全消失，
或检测结果仍有异常，则应等痊愈以后再返乡，在此之
前非必要不外出。

春节返乡如何做好出行准备？

春节要到了，准备返乡的朋友该如何做好出行准备
呢？朱珊介绍，“阳过”和没有“阳过”有所区别。

对于还没有“阳过”的市民朋友，春节出行一定要慎
之又慎，首选自驾车出行，备齐口罩、酒精湿巾、抗原试
剂和常用药品。如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出入公共场
所，推荐佩戴N95口罩，注意保持一米社交距离，接触公
共设施后立即洗手，尽量不要在飞机、火车上进餐。

对于已经“阳过”的市民朋友，则应做好健康评估，
避免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长途驾驶。在没有
司机轮换的情况下，长途出行首选飞机、火车等公共交
通工具。尽管“阳康”者短时间内再次感染奥密克戎变
异株的概率很低，但旅途中也要做好个人防护，这是因
为冬季本身就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要防止身体尚未
完全康复，又感染上其他疾病。

“阳康”后的我能为亲人做什么？

老家亲人还没“阳过”，作为已经阳康的“过来人”，
有什么可以为亲人做的吗？

朱珊提醒，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一点，快带家里
老年人去打疫苗。新冠病毒将长期和人类共存，尚未
感染新冠病毒，是接种疫苗的绝佳时机，早一天完成
接种，早一天获得保护力。其次，可以根据自己“阳
康”的经验，为亲人备一些家用血氧仪、抗原试剂、退
热药等物资，同时提醒注意事项，做好心理准备。若
家里老人有呼吸系统基础病，平时就容易气喘，有条
件的情况下可以备一个家用制氧机。 据长江日报

“阳康”和“没阳过”
一起吃年饭会感染吗？

随着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中外
人员外来更加便利，但传染病输入的风险也进一步增
加。近期，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多地疾控部门密集
发文，警惕合并疟疾的“新冠感染”。

近日，“青岛疾病控制”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要警惕
合并疟疾的“新冠感染”。新冠病毒感染在全球暴发以
来，非洲和东南亚等疟疾高流行区同时成为新冠流行
区，上述地区回国人员存在新冠和疟疾双重感染风
险。此前青岛市已发生多起非洲、东南亚国家回国人
员在新冠隔离点集中医学观察期间，检出输入性疟疾
的病例，这种病例症状复杂，容易漏诊。

据介绍，疟疾和新冠的相似症状有两点，一方面都
以发热为主要表现；另一方面，部分新冠有腹泻症状，有
些恶性疟患者也有腹泻。甚至，在部分疟疾病例特别是
恶性疟的临床表现中，规律地畏寒寒战通常并不明显，
而常以头痛、乏力、腹泻、恶心、呕吐等为主要表现。只
有通过实验室诊断，才能把二者鉴别开来。据界面新闻

张伯礼院士揭秘“未阳人”
日常保护措施到位 与基因关系并不大

多地疾控密集发布提醒：
警惕合并疟疾的新冠感染

农村是当前新冠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建农
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近期派出32个督导组赴各
地督导，推进压实“五级书记”责任，做好农村疫情防控
工作。

曾衍德表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
农村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技术人员和医疗物资都要
下沉，县城医疗资源要向一些薄弱乡镇和社区倾斜，补
充技术力量，增强救治能力；一些应急设备和药品要向
乡镇卫生院倾斜，确保有药用、用得上。针对农村老幼
病弱人员的防护，曾衍德指出，要准确掌握信息，对65
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儿童，特别是缺乏自我健康管
理能力的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进行“一对一”
包保联系，对可能出现的重症情况及时识别、及时转
诊、及时治疗。 据新华社

32个督导组赴各地
督导做好农村防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