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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无本土新增确诊病例
根据国家卫健委3月19日通报，3月18日，

我国首次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湖北以外省

份，无新增死亡病例，重症病例减少2例，已连

续7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湖北除武汉外，

连续14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3月18日0-24时，我国34例新增确诊病

例全部为境外输入病例。“最近7日，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数占新增确诊病例总数的84.55%，

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增加，

要落实外防输入重点任务。”在3月19日下午

召开的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

锋表示。

3月19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明确，要因时因势调整工

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继续做好湖北和武汉

的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和后续工作，坚决防止

其他地区疫情反弹，精准做好防范疫情跨境

输入输出重点工作。

新增确诊、疑似病例为零

3月18日，湖北省首次迎来确诊病例零新

增。同时，湖北省及武汉市新增疑似病例及现

有疑似病例也均为0例。

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在3月19日召开的

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湖北省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但医疗救治任务仍然繁重，全省仍有

6636名患者在院救治，其中重症1809例，危重

症465例，多数合并基础疾病，救治难度较大，

湖北住院病例清零尚需时日。

“过去5天，武汉市新增6例来自门诊的确

诊病例，说明社区感染和院内感染的风险依

然存在，新增病例隐患并没有完全排除。”杨

云彦说。

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涂远超提到：“在当

前阶段，我们要紧紧抓住新冠肺炎患者逐步

治愈出院的窗口期，统筹配置医疗资源，满足

群众就医的需求，抓紧重塑、重构我们的医疗

服务体系。”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通报，截至3月18日24

时，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7263例，其中重症病例

231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0420例，累计死

亡病例324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928例，

现有疑似病例105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

者683281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9144人。

湖北认可外省健康码

同日，为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务工人

员安全有序返岗，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关于在全省范围内认

可外省健康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依照《通知》，拥有外省健康码的人员，在

湖北境内“亮码通行”，小区（村组）、防疫卡点

查验健康码、测温正常即予放行，不得再设置

障碍，不得要求另行提供健康证明（确实无法

申领健康码的除外）、流动证明、流入地申请

审批表或接收证明、车辆通行证等。

根据3月19日更新的湖北省市县疫情风

险等级，截至3月18日24时，湖北全省低风险

市县75个，高风险市县1个，无中风险市县。与

3月16日相比，4个中风险市县（钟祥市、黄石

市城区、黄冈市城区、鄂州市城区）转为低风

险，武汉市城区仍为高风险。

此前，针对湖北省内人员流动需要提交

的材料繁多、申报难等问题，湖北省副省长曹

广晶回应称，人员流动除了健康码之外，不得

再附加其他的条件。

《通知》提示，外省到鄂人员，可通过“鄂

汇办”App、国家“互联网+监管”小程序、支付

宝小程序、“鄂汇办”微信小程序申领湖北健

康码，凭健康码“绿码”在湖北境内“亮码通

行”。境外到鄂人员，按省指挥部3月17日关于

进一步做好境外来鄂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告规定执行。

在社区内个人活动规定方面，3月18日，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

无疫情小区、村（队）调整管控措施的意见》指

出，被认定为无疫情小区的，允许居民分批、

分时段、分楼栋，在小区内进行非聚集性的个

人活动。小区居民需要办理健康隔离证明等

的，由个人提出申请，社区按规定出具居民在

无疫情小区安全隔离的相关证明，社区工作

人员帮助办理。

被认定为无疫情小区且连续7天以上的，

允许居民在小区内进行非聚集性的个人自由

活动。可恢复小区内为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的便利店、药店、小菜场等正常营业，但须对

申请经营门点进行检查及风险评估，对符合

防疫规定要求的允许经营，并严格实施场所

消杀、经营人员健康检查、防止人员聚集、非

接触式购物等措施。

北京建149处境外进京观察点

当前境外疫情快速扩散蔓延，我国输入

性病例逐渐增多，防控压力持续加大。

国家卫健委通报显示，3月18日0-24时，

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4例，其中北京

21例，广东9例，上海2例，黑龙江1例，浙江1

例。截至3月18日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189例。

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

火介绍，目前，北京境外输入病例数快速增加。

近3周尤其是近1周来，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截至3月19日12时，北京累计报告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65例。庞星火介绍，北京境外输入

病例以欧美国家和中转旅客为主。“目前，北京

境外输入病例筛查量越来越大。据统计，首都

机场口岸日均入境人员约6000-8000人。”

3月19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出，要对所有来自境外

疫情重点地区的航班，入境时要安排专用机

位、廊桥和通道，指定安全区域开展口岸卫生

检疫，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对检疫判

定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等，及

时按规定落实转运、治疗、隔离等措施，确保

无缝对接、闭环运作。对虚报信息、隐瞒病情

的人员依法追究责任。暂停跨境国际道路旅

客运输。加强国际航线水路客运管理。

据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徐颖介绍，

北京市已于3月19日发布通告，从即日起，所

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

行14天医学观察，费用自理。对居家观察的人

员评估条件作了更加明确、更加严格的界定，

不再受理有单独住所且住所内没有其他同住

人员的居家观察申请。并对国内其他口岸入

境进京人员明确提前报备、如实报告、集中观

察的有关要求。

徐颖表示，截至目前，全市各区已建立境

外进京人员集中观察点149处。“集中观察点

的建设严格标准。具体在设置标准上，严格按

照北京市卫健委发布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的设置标准及管理技术指引（3.0版）》，对集

中观察点的平面布局、通风系统、废弃物处

置、消毒保洁等进行严格规范，确保符合卫生

防疫要求。在工作流程上，建立了日常巡查检

查制度，制定了消防安全和突发事件处置预

案，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确保第一时间能够

有效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以武汉新增病例归零为节点，国
内疫情逐步好转、 产业链渐渐恢复之
时，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却势不可挡。
3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全球确诊病例超20万，中国以
外超10万。日本、韩国、欧洲、美国等全
球主要制造业国家和地区都成为重灾
区， 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中国之后的
第二次冲击。

距爱马仕宣布停产仅过了3天，香
奈儿也加入了停产大潮。 除了工厂与
门店无奈停业外， 众多一线奢侈品牌
大秀也纷纷被延后甚至取消。 除了宣
布进入“战争状态”的法国，意大利的
奢侈品业也在经历同样的遭遇。 这意
味着上半年奢侈品行业所有业务或都
处于半停滞状态。

爱马仕宣布停产的同时， 美股经
历了十天之内的第四次熔断， 多国资
本市场巨震引发政府紧急出手救市。
其实让市场惊慌失措是两条曲线：一
条悬浮于上令人窒息， 代表着海外确
诊病例不断上升； 一条暗藏于下危机
四伏，则是产业链上的冲击波，纵横交
错纷繁复杂。

疫情发展在海外愈演愈烈， 无论
奢侈品行业相关业务停滞， 还是此前
汽车、 电子产品等行业面临的供应链
困境，几乎都指向了产业链的冲击波，
不仅跨越了地理界限， 还在越来越多
的行业被逐渐细化分解。 从受疫情直
接冲击的服务业传导向制造业， 从需
求端走向供应端， 并经由制造业向更

深更广的领域蔓延开来。
刚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的澳大利

亚新西兰， 以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日
本、韩国、西班牙、意大利，同样也是中
国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已经有不少
旅店、 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机构命悬一
线。若疫情持续，错过了春节再错过暑
假， 主要运营这些线路的旅行社和供
应商 将受到沉重打击。

全球化之下的国际分工， 在产业
链上早就不分你我。 虽然旅游业最先
感受到冲击， 但受伤的却不再是旅游
业本身。受商旅客户减少影响，航班
数量锐减，饭店纷纷关停。餐饮业、航
空业危机， 便是蝴蝶效应的真实写
照。同时，以航空业、汽车业、电子行
业为代表，这些密切联系大众出行需
求端的制造业，由于工艺精密、生产
过程复杂，冲击波之下将关联更多的
供应商。

过去多年，跨国资本在全球配置资
源，找寻最佳区位并非朝夕之力，因此
产业转移在短期内并不现实。 在此背
景之下，当疫情更细、更深地冲击产业
链时， 给置身其中的各国留下了新考
题。比如，在产业链的效率、创新和可
持续性上， 在此前更注重前两者的情
况下，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平衡，尤其
是对可持续性进行“加牢加固”。当前
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中， 如何实现供应
链管理、 生产销售流程的再造和效率
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在没有疫情的时
候是未雨绸缪，如今便是迫在眉睫。

“园区内的大跳台项目一共包含了21个

子项目，其中涉及5个地块。建筑规模为19.2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滑雪大跳台，配套酒

店、研发中心、康体娱乐等。”北京首钢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部长罗刚介绍，随着

复工复产工作的逐步推进，目前21个子项目

地基等基础工作已基本完成，眼前的这个电

厂酒店项目目前主体结构完成80%。

3月19日，北京商报记者在位于石景山

区的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了解到，该

园区在超额完成2019年度三年行动计划建

设任务的基础上，又于近日迎来“十大攻坚工

程”实施方案。根据方案规划，目前已有18项

重点工程实现疫期开复工。

大跳台项目预计明年完工

罗刚所说的电厂酒店，是由首钢园区内

部的火力发电厂改建而来，楼高6层，未来将

被作为园区内的香格里拉酒店，服务2022年

冬奥会。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该楼主体

结构已搭建完成80%，下一步主要工作是安

装玻璃幕墙。“目前大跳台项目已经整体复

工，预计明年二季度而完成全部施工。”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为保障项目施工

正常推进，园区制定了施工现场疫情防控措

施，提前对成批次入场的施工人员名单、来

源、隔离情况等信息进行多轮核查；对新进场

劳务人员开展监督性医学观察。在此期间，整

个首钢北区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划定独

立的施工区域和生活区域，确保人员流线不

交叉；为施工人员配发必要防护物品，确保疫

情防护到位；定期消毒施工区、生活区（食堂、

宿舍）、办公区等。

据悉，除滑雪大跳台项目外，新首钢地区

同期复工的项目还有冬奥广场（五一剧场、制

粉车间改造）项目、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新建门

急诊医技大楼项目，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

（冬奥支线）项目等17个续建项目。

据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11

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甲方代表陈海龙介

绍，该线路北起金顶街站，南至首钢站，工

程线路长度约4.2公里，全地下敷设，设有

金顶街站、金安桥站、北辛安路站、首钢站4

座车站。

“这条线路是石景山区首条南北向轨道

交通线路，帮助解决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时

接驳问题。”陈海龙表示，项目建成后，将在地

铁内新增可视化的乘客召援系统，乘客可以

与站务人员实现视听对话；提供多元化票种、

广播个性化提示服务等措施；同时，通过5G

信号全覆盖、车与车联网“对话”，以提高线路

运营效率。

三年行动计划完成过半

前述项目均系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2019年，《加快新首钢高端产业

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

复兴新地标行动计划（2019年-2021年）》出

台（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提出38项重

点任务和90个重大项目，其中包括19个储备

项目。

据市发改委新首钢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三年行动计划38项重点任务完成

19项，完成任务过半；71个重大项目2019年

累计完成投资约140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127%。

在此期间，首钢滑雪大跳台交付使用，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训练中心正式启用，国家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等7支国家队入驻训

练；举办中芬冬季运动年开幕式等活动，

2019“沸雪”北京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

雪大跳台世界杯、KHL冰球联赛等20余项国

际重大赛事落地；同年，全市首个体育产品公

共保税仓库获批，首钢园区整体纳入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

交通路网铺设方面，实现新首钢大桥建

成通车，长安街西延全线贯通，古城南街通

车，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开工建

设，区域“五横五纵”主干网布局初步形成等；

工业遗存保护方面，保护式修缮首钢北区32

项强制保留工业资源、13项建议保留工业资

源和14项重要工业资源；同时，“北京京西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获批。

总投资约1728亿元

迈进2020年，新首钢在此前三年行动计

划的基础上，又迎来“十大攻坚工程”。近日，

北京市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

领导小组印发了《加快新首钢地区工程建设

攻坚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实施方

案（2020年-2022年）》（以下简称“十大攻坚

工程”），重点围绕冬奥会保障、环境综合整治

等十个领域，集中推进72个重点项目建设，总

投资约1728亿元。

具体来看，“十大攻坚工程”根据领域划

分，包含冬奥会保障、生态保障、工业遗存改

造、市政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提升、产业转型

升级、国际人才社区、居住环境改善、公共服

务惠民和活力颜值攻坚工程。

根据方案要求，到2021年底，基本完成

“十大攻坚工程”重点建设任务，基本形成服

务保障冬奥会的城市框架体系；优化长安轴

线功能组织秩序，永定河山水生态带建设取

得进展等。到2022年，首钢北区基本建成，举

办一批重大赛事活动，集聚一批国际高端要

素，建成一批标志性工程。

在2020年的工作计划中，将重点推进项

目57个，其中包括27个续建和30个新开工项

目。截至3月17日，已开复工18个，其中包括

续建项目复工17个，新建项目开工1个。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新首钢园区18个重点项目开工

国内疫情一览

湖北以外省份， 无新增死亡病例，

重症病例减少2例，已连续7日无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湖北除武汉外， 连续14日无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

最近7日，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数占

新增确诊病例总数的84.55%。

3月18日，我国首次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北京21例

广东9例

上海2例

黑龙江1例

浙江1例

3月18日0-24时
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34例

截至3月18日24时，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89例

▲▲

▲

截至3月18日24时，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
诊病例7263例，其中重症病例231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0420例，累计死
亡病例324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928例，现有疑似病例105例。累计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683281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914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