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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近期，随着上海市各区（县）封控政策陆续解除，以

及“三夏”、中高考和高校暑假即将到来，我省将面临来

（返）豫人员的高峰，外防输入任务艰巨。暑期是疫情

高发期，为从严从紧从实从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做到来（返）豫人员管理有序、有预案、有组织、有报

备、有措施，严防疫情输入扩散，现就加强来（返）豫人

员健康管理和服务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宣传，提前报备。加强对来（返）豫人员的

针对性宣传，宣传我省对各类入豫人员的健康管理和

服务政策，同时提醒来（返）豫人员提前3天向目的地社

区（村）、单位报备（通过手机支付宝——豫事办——来

（返）豫报备——社区报备），尤其对上海来（返）豫人员

特别是高校学生要做好重点宣传。

二、摸清底数，制定预案。各地要动态分析报备数

据，结合摸排等手段，动态掌握近期各地拟来（返）豫人

员底数，特别是上海来（返）豫人员、大学生的底数。要

制定专项预案，明确专人（班）负责，细化职责分工，强

化责任落实。要主动对接、充分沟通、做好衔接，引导

来（返）豫人员分期分批小量有序返回，防止失控失

管。对参加“三夏”生产跨区作业的人员，按照《关于服

务保障“三夏”生产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豫

疫情防指办【2022】151号）文件要求执行，对参加高考

和中考的跨区人员，按照《关于进一步强化高考和中考

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豫疫情防指办【2022】152

号）文件要求执行。

三、明确要求，周密实施。对不同风险地区来（返）

豫人员，分类实施健康管理措施。对上海及中高风险

地区来（返）豫人员，按照《关于对上海来（返）豫人员实

施“点对点”转运的通知》（豫疫情防指办明电【2022】34

号）执行，实施“7+7”（7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健

康管理措施。对首落地为郑州的河南籍上海高校学

生，由郑州市负责点对点闭环转运，免费集中隔离7天，

再由居住地点对点接回并督促落实 7 天居家健康监

测。对省外14天以内有疫情发生省辖市的入豫人员，

严格落实社区报备、赋码管理、居家健康监测等防控措

施。对省外 14 天以内未有疫情发生省辖市的返回人

员，继续实施查验“两码一证”和“三天两检”，引导其尽

量待在家里不动，切实做到不聚集、不聚会，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四、做好协调，强化衔接。各地要加强与铁路、机

场等部门的协调，做好铁路、机场等场所中转服务区和

临时隔离区的建设和管理，严控人员在临时中转区和

临时隔离区聚集，严防病毒输入传播。要强化沟通衔

接，特别是下站地和目的地为不同市的，下站地在完成

集中隔离后要及时向目的地通报人员信息，做到人员

管理和信息的双闭环。

五、严查码证，规范管放。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交

通防疫检查点要继续严格查验来（返）豫人员“两码一

证”。对上海来（返）豫人员，由下站地疫情防控机构

“点对点”引导至目的地落实管控措施。对省外14天以

内有疫情发生省辖市的入豫人员，“点对点”引导至社

区（村），严格落实赋码管理、居家健康监测等措施。对

省外14天以内未有疫情发生省辖市的返回人员，健康

码绿色（含入豫黄码）、行程码为绿色、持有48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的快速放行。

六、减少聚集、做好防护。各地要继续引导群众防

护意识不放松，做好个人防护，不聚会不聚餐不聚集。

坚持非必要不出省、不跨市、不跨县。坚持非经贸类活

动“非必要不举办、能线上不线下”，确需举办的经贸类

活动分级报批。倡导婚丧嫁娶移风易俗，简办少办新

办，凡举办必事先报批、必提前做核酸检测。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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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暑期来（返）豫人员健康管理和服务的通知

近日，2022 年河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

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在郑州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2022年高考，

河南省将就地就校分配

考场，高考生至少提前

14 天返回考点所在地。

从考前 14 天起，所有考

生和涉考工作人员加大

核酸检测频次，形成常

态化48小时核酸检测。

至少提前 14 天返
回考点所在地

疫情防控是高考安

全工作的重头戏，2022

年在河南参加高考的考

生须至少提前14天到达

考点所在地，所有考生考

前14天要连续实行在校

或学校、家庭两点一线闭

环管理，同时严格监测体

温和身体健康状况。要

落实考前常态化核酸检

测制度，考前 14 天至少

组织开展5次核酸检测，

确保考前1、4、7、10和14

天组织开展核酸筛查工

作。另外，河南省还明确

要求，开考时要严格检查

考生的健康码、行程码、

核酸报告，对体温、健康

码、行程码等异常，但核酸检测正常的考生，要

安排足够的隔离考场，并设置专门通道。

据介绍，考生考点分配实行就地就校原

则，分类备足考点、考场。本校老师不得在本

校监考。是标准化考点学校的学生，不出校

门参加考试；不是标准化考点的学校，点对点

送考，闭环管理。

多种措施保障考试公平公正
据了解，为保障考试公平公正，2022年河

南省高考各个考场实行现场监考和视频监考

“双监考”，现场巡查与网上巡查“双巡查”，同

时，继续实行考生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无报

警声响的“无声入场”、多证核对、统一文具等

措施。所有监考员随机分配分派考场，考后

对考场视频进行智能筛查，严肃查处替考和

抄袭、偷窥、传递答案等违法违规行为。

保密工作是高考的生命线，将贯穿试卷检

查、验收、运送、保管、传递、分发等各关键环

节：派专人专车押送，确保试卷运送安全；各级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当地招生等部门成

立联合检查组，每半天对试卷保密室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巡查，一旦发现风险点、隐患点，立即

整改落实，及时堵塞漏洞和泄密隐患；加强对

考务人员使用手机、微信等的保密管理。

考前做好考点电子环境的监测，对相关

频段内的无线电信号逐一核实，对不明或非

法信号检测标记，对危害考试招生安全的非

法信号要及时予以处置。同时会同市场监管

等部门，对辖区内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电

子市场进行严查，对非法出售无线电作弊设

备器材的商户逐一清理。

暖心服务通力护航考生圆梦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

环境，公安机关将全力维护考场周边治安秩

序，做好考试考生保障工作。

据了解，考试期间，在每个考点都将设立

临时勤务点，配齐配全各方警力和防护器械；

加强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管制，严控货车、危险

物品运输车、油罐车、渣土车等通过通行，为

接送考生车辆提供快捷便利的通行保障；充

分考虑可能发生的考生证件丢失、遗忘等各

种意外情况，及时开通证件审理绿色通道，第

一时间为考生提供身份证明，确保每一位考

生顺利参考。

高考期间，全省每个考点配备一名防疫

副主考、一名防疫工作人员和一名医务人

员，协调指导考点疫情防控工作。河南省卫

健委还将强化学校环境卫生、饮用水卫生、

食品卫生和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监督检查，做

好考点及周边酒店、宾馆等公共场所的卫生

工作，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保证考试期间公

共卫生安全。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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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5月21日数据显示，5月13日以来，世卫组织3个地区办事

处的12个未流行猴痘病毒的国家已报告了92例确诊病例和28例疑似病

例，迄今还没有死亡病例。其中，确诊和疑似病例主要来自英国、西班牙

和葡萄牙，其余分布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

兰、瑞典和美国。

世卫组织称，这些病例并无明确的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且主要但

不限于发现在男男性行为者中。迄今，所有通过PCR确认样本的病例都

确定为感染了病毒的西非进化分支。

世卫组织预计，随着监测的扩大，未来有可能在已报告病例的国家和

其他国家发现更多病例。当前应对重点是向最容易感染猴痘的人群提供

准确信息以阻止进一步传播。由于猴痘病例常多发于西非和中非地区，而

目前多个国家报告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却没有任何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这

种情况并不正常。因此，世卫组织认为，迫切需要提高对猴痘的认识并采

取全面措施，及时发现并隔离病例、追踪接触者、提供支持性护理等以限制

进一步传播。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应警惕患者是否出现非典型皮疹相关信号，这

类皮疹依次表现为斑疹、丘疹、水疱、脓疱、结痂等，并可能伴有发热、淋

巴结肿大、背痛和肌肉酸痛等。患者可能就诊于社区和医疗保健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初级保健机构、发热诊所、传染病科、妇产科、泌尿科、急诊

科和皮肤科诊所等。提高防范意识对识别和预防进一步的继发病例及

有效管理当前疫情至关重要。 来源：新华网

世卫组织：

更多国家可能将发现猴痘病例

记者5月22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下达资金100亿元，再

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支持夏收和秋播生产，缓解农

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财政此前已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

性补贴200亿元。据介绍，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明确补贴对象

为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补贴标准由各地区结合

有关情况综合确定，原则上县域内补贴标准应统一。

财政部要求，各地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现有相关

补贴发放基础数据，继续采取“一卡（折）通”等方式，及时足额将补贴资

金发放到位。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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