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毅晤默克爾：中國全力抗疫取得成效

習近平：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規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
道：當地時間2月13日，到訪德
國柏林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
王毅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
王毅強調，在習近平主席領導
下，中國政府和人民正在舉全
國之力，全力抗擊疫情，目前
防控工作已經取得成效，中方
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有把握
戰勝疫情。德方對疫情採取冷
靜、理性態度，重視世界衛生
組織提出的建議，致力於維護
中德之間的正常往來，我們對
此表示讚賞。

中方讚德自主建設5G
默克爾表示，德方高度讚賞中國為

抗疫而採取的果斷、有力防控措施，願

繼續向中方提供支持和幫助，開展合作
。今年德中、歐中之間有一系列重要議
程。我願同中國領導人繼續保持密切交
往，積極推動德中合作。在5G建設上
，德方願同中方相互開放市場，不會排

斥特定企業。
同日，王毅同德國外長馬

斯舉行第五輪中德外交與安全戰
略對話，並共同會見記者介紹中
德在本輪對話中達成的一系列重
要共識。王毅指，中方讚賞德方
在5G問題上堅持自主立場，並
將繼續擴大對外開放。雙方還將
在 「一帶一路」 框架下開展更多
第三方合作。中方願同德方共同
努力，加快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
判，制訂今後5年的中歐合作議
程，特別是就維護多邊主義、完

善全球治理等達成更多成果。
王毅又指，中方願意在二十國集團

等框架下與德方加強協調，維護以聯合
國為核心的國際多邊體系、以世界貿易
組織為基石的自由貿易體制。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
在14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強調，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
考。要研究和加強疫情防控工作，從體
制機制上創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舉措
，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
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
平。要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
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
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
能力。要盡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加
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
度保障體系。

主持深改委會議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防控
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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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
14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時強調，要建立國家
統一的應急物資採購供應體系，對應急
救援物資實行集中管理、統一調撥、統
一配送，推動應急物資供應保障網更加
高效安全可控。

科學調整 提升儲備效能
習近平強調，要健全統一的應急物

資保障體系，把應急物資保障作為國家

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按照集
中管理、統一調撥、平時服務、災時應
急、採儲結合、節約高效的原則，盡快
健全相關工作機制和應急預案。要優化
重要應急物資產能保障和區域布局，做
到關鍵時刻調得出、用得上。

習近平指出，對短期可能出現的物
資供應短缺，建立集中生產調度機制，
統一組織原材料供應、安排定點生產、
規範質量標準，確保應急物資保障有序
有力。要健全國家儲備體系，科學調整
儲備的品類、規模、結構，提升儲備效
能。

建立國家統一應急物資採供體系

中央指導組：打好武漢湖北保衛戰
【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孫春蘭率中央赴湖北指導組來到湖北
省疫情防控指揮部，深入學習貫徹疫情
發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落實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
組各項決策，進一步部署打好武漢保衛
戰、湖北保衛戰。

孫春蘭指出，要深刻認識湖北、武
漢疫情防控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勇
往直前、義無反顧，切實增強責任感使
命感，以更堅定的信心、更頑強的意志
、更果斷的措施，發起全面總攻。要堅
定不移做到應收盡收，切實落實 「四早
」 要求，堅決控制源頭、切斷傳播途徑
。堅持中西醫結合，關口前移，關心關

愛醫務人員，加大輕症、重症患者救治
力度。進一步發動全體黨員幹部，下沉
到一線，做好依法防控、社區防控、群
防群控，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維護社會
安全穩定，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
爭、總體戰、阻擊戰。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要
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強和
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
，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
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要從
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
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
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
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
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
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
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
系。

預防關口前移 完善風險研判
習近平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預

防控制體系，堅決貫徹預防為主的衛
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堅持常備不懈，
將預防關口前移，避免小病釀成大疫
。要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優化醫
療衛生資源投入結構，加強農村、社
區等基層防控能力建設，織密織牢第
一道防線。要加強公共衛生隊伍建設
，健全執業人員培養、准入、使用、
待遇保障、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要
持續加強全科醫生培養、分級診療等
制度建設，推動公共衛生服務與醫療
服務高效協同、無縫銜接，健全防治
結合、聯防聯控、群防群治工作機制
。要強化風險意識，完善公共衛生重
大風險研判、評估、決策、防控協同
機制。

習近平強調，要改革完善重大疫
情防控救治體系，健全重大疫情應急
響應機制，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
指揮體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統有序
、條塊暢達、執行有力，精準解決疫
情第一線問題。要健全科學研究、疾

病控制、臨床治療的有效協同機制，
及時總結各地實踐經驗，形成制度化
成果，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範
和應急救治管理辦法。

大數據AI雲計算助防控
習近平指出，要平戰結合、補齊

短板，健全優化重大疫情救治體系，
建立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傳染病
等重大疫情救治機制，支持一線臨床
技術創新，及時推廣有效救治方案。
要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
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
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
更好發揮支撐作用。

習近平指出，要健全重大疾病醫
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完善應急醫療救
助機制，在突發疫情等緊急情況時，
確保醫療機構先救治、後收費，並完
善醫保異地即時結算制度。要探索建
立特殊群體、特定疾病醫藥費豁免制
度，有針對性免除醫保支付目錄、支
付限額、用藥量等限制性條款，減輕
困難群眾就醫就診後顧之憂。要統籌
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和公共衛生服務資
金使用，提高對基層醫療機構的支付
比例，實現公共衛生服務和醫療服務
有效銜接。

▲武漢的科技公司員工在檢驗基因測
序儀 新華社

▶2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調研指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來到朝陽區安貞街
道安華里社區，了解基層一線疫情聯防聯
控、居民生活必需品保障供應等情況

新華社

中方歡迎美專家加入世衛考察組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針

對美官員指責中方疫情通報缺乏透明
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4日在網
上例會上表示，中方對同美方開展合
作一直持積極、開放態度。疫情發生
以來，中美衛生健康部門保持密切政
策溝通，及時相互通報疫情信息，美
國總統特朗普和美國衛生部長阿扎在
多個場合對中方在疫情防控中的透明
姿態表示讚賞。

「中方將繼續與包括美國在內的

國際社會攜手應對疫情，維護全球公
共衛生安全。」 耿爽表示，疫情發生
以來，中方本着公開、透明及對全球
公共衛生安全和人民健康高度負責的
態度，與國際社會攜手應對疫情。中
方歡迎包括美方在內的多國專家參加
中國─世衛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

促美停止對中企無理打壓
另有記者提問，美國政府以涉嫌

敲詐和密謀竊取商業機密為由，對華
為發起新一輪指控。耿爽強調，中國
政府一貫鼓勵中國企業按照市場原則
和國際規則，在遵守當地法律的基礎
上開展對外經濟合作。美方一段時間
以來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濫
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特定中國企業
，既不道德也不光彩。中方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對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

▲14日，遼寧省第二批對口支援湖北襄
陽醫療隊出征 新華社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左二）同德國外長馬斯（右二
）在柏林舉行第五輪中德外交與安全戰略對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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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講話要點
法治保障

•要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強
和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
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
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要
盡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
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
障體系。

疾病防控
•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堅決
貫徹預防為主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
，堅持常備不懈，將預防關口前移，
避免小病釀成大疫。要強化風險意識
，完善公共衛生重大風險研判、評估
、決策、防控協同機制。

統一指揮
•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
健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建立集
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揮體系，做到指
令清晰、系統有序、條塊暢達、執行
有力，精準解決疫情第一線問題。

醫保救助
•要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
，完善應急醫療救助機制，在突發疫
情等緊急情況時，確保醫療機構先救
治、後收費，並完善醫保異地即時結
算制度。

應急物資
•要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把
應急物資保障作為國家應急管理體系
建設的重要內容，按照集中管理、統
一調撥、平時服務、災時應急、採儲
結合、節約高效的原則，盡快健全相
關工作機制和應急預案。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