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實施免費救
治，總醫療費用
13.5億人民幣

13.5
億

截至5月31
日，全國累
計追蹤管理
密切接觸者
74萬餘人

74
萬

自1月24日除夕至
3月8日，全國共
調集346支國家醫
療隊、4.26萬名醫
務人員馳援湖北

4.26
萬

400萬名社區
工作者奮戰在
全國65萬個城

400
萬

數讀白皮書

截至2020年5月
31日24時，累計
報告確診病例
83017例，累計
治愈出院病例
78307例，治愈
率94.3%

94.3
% 881

萬

據不完全統計，
截至5月31日，
全國參與疫情防
控的註冊志願者
達到881萬人

10
天

僅用10天建成有
1000張病床的火神
山醫院，僅用12天
建成有1600張病床
的雷神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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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疫苗將作為公共產品向全球提供

大公報記者 周琳北京報道

治愈率94.3% 15億醫療費國家埋單

白皮書全文約3.7萬字，真實記錄了
中國抗疫艱辛歷程，書寫了在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這場大考中的答卷，以及在全
球疫情防控中，中國所提出的主張。

白皮書指出，中國付出巨大代價和
犧牲，有力扭轉了疫情局勢，用兩個月
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
個位數以內。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
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
。截至2020年5月31日24時，31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
計報告確診病例83017例，累計治愈出院病例78307
例，累計死亡病例4634例，治愈率94.3%，病亡率
5.6%。中國實施免費救治，總醫療費用13.5億元，確
診患者人均醫療費用2.3萬元全部由國家承擔，截至5
月31日，各級財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資金1624億元。

暫停77國家和地區債務償還
在國際援助上，中國投桃報李，守望相助。外交

部副部長馬朝旭在會上表示，中國將提供20億美元的
援助，這裏既包括提供抗疫物資的援助，也包括支持
有關國家疫後經濟社會恢復和發展，既包括雙邊援助
，也包括多邊捐贈。 「中國一向言必信、行必果，說
到一定做到。」

馬朝旭表示，中國還積極參與並落實二十國集團
「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 ，已經宣布向77個
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暫停債務償還。關於30個中非對口
醫院合作機制正在加緊建立。

截至5月31日，中國共向27個國家派出29支醫療
專家組，已經或正在向150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
抗疫援助。馬朝旭表示，疫情發生以來，作為新時代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中俄一直積極開展抗疫合作。我
們將遵照兩國元首所達成的重要共識，進一步加強在
疫情防控，包括疫苗研發等領域的合作，共同為國際
社會團結抗疫作出貢獻。

中國是受害國也是貢獻國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徐麟

在會上表示，有些外國政客和媒體在病毒源頭問題上
搞 「有罪推定」 ，把病毒 「標籤化」 、將疫情政治化
，還炮製炒作所謂的 「中國源頭論」 等論調，這毫無
事實依據，也不尊重科學。白皮書指出，中國是病毒
受害國，也是全球抗疫貢獻國，應該得到公正對待而
不是責難。

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
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
動》白皮書（下稱白皮書），真
實記錄了中國14億人民抗疫艱辛
歷程。白皮書指出，截至2020年5
月31日，中國境內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累計治愈率94.3%，總醫療費
13.5億人民幣（約15億港元），全
部由國家承擔。中國採取一切措
施，不計一切代價，全力救治患
者、拯救生命。白皮書還指出，
中國是病毒受害國，也是全球抗
疫貢獻國，應該得到公正對待而
不是責難。

國新辦發布白皮書 記錄14億人抗疫壯舉

面對當前外媒報道的中國隱瞞疫情論調，國
家衞健委主任馬曉偉在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
，這種說法嚴重違背事實，中國政府沒有任何延
誤和隱瞞。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則表示，經過疫

情，中國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關係非但沒有受
到影響，反而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改善。

馬曉偉指出，疫情發生後，中國政府秉持公
開、透明和負責任的態度，迅速建立起了應對機
制，第一時間向世界衞生組織和有關國家通報疫
情，第一時間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針對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受到疫情消
極影響的說法，馬朝旭強調，經過疫情，中國的
朋友圈更大了。據《白皮書》介紹，77個國家和
12個國際組織為中國人民抗疫鬥爭提供捐贈，84
個國家的地方政府、企業、民間機構、人士向中
國提供了物資捐贈。

馬朝旭指出，個別國家瘋狂對中國進行攻擊
、抹黑，製造傳播政治病毒，對這種甩鍋做法，
中國堅決反擊。

中國抗擊疫情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迅即應對突發疫情

2019
年12月

27日
─2020

年1月19日

第二階段：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1月20日
─2月20日

第三階段：本土新病例數逐步下降至個位數

2月21日
─3月17日

第四階段：取得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決

定性成果

3月18日
─4月28日

第五階段：全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

4月29日
至今

六個關鍵詞看中國戰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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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朋友圈更大了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記者周琳北京報道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7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疫
苗研發要把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放在重要位置
。如果中國疫苗成功得到應用，將落實承諾，作為
公共產品向全球提供。

王志剛介紹，從科學研究上講，疫苗研製一般
要經過病毒分離、實驗室疫苗構建、細胞試驗、動
物試驗、臨床研究，規模化生產後，經藥監部門註
冊批准才能上市應用。

據白皮書稱，中國按照滅活疫苗、重組蛋白疫
苗、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核

酸疫苗等5條技術路線開展疫苗研發。目前，已有4
種滅活疫苗和1種腺病毒載體疫苗獲批開展臨床試驗
，總體研發進度與國外持平，部分技術路線進展處
於國際領先。

王志剛表示，各國都把研製疫苗擺在抗擊新冠
肺炎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疫苗研發需要加強國際
合作，中外科學家也正在疫苗研發上開展合作。白
皮書指出，中國同有關國家、世界衞生組織（WHO
）以及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全球疫苗免
疫聯盟（GAVI）等開展科研合作，加快推進疫苗研
發和藥物臨床試驗。

「下一步，中國疫苗如果完成了研製和臨床試
驗後，可以達到應用的時候，我們會認真落實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第73屆WHO大會上的承諾，把它作為
公共產品向全球提供。」 王志剛說。

發表200餘篇溯源論文
王志剛還回應了有關病毒溯源的提問，他表示

，溯源活動是一項科學活動，涉及流行病學、病原
生物學等多個學科。另外，溯源過程對邏輯、實證
的要求非常嚴格，需要堅持依靠科學家、秉持科學
態度、運用科學方法。 「這件事情，從一開始我們

就看得很重，並且已經作了安排。」
王志剛指出，溯源工作的主體是中國科學院，

中國醫學科學院等大學、企業的科學家，他們運用
病原生物學、分子信息學等科學的方法，圍繞動物
溯源、人群溯源等重要方向，開展科學溯源。截至5
月底，中國科學家已發表論文206篇。

王志剛強調，病毒溯源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科學地應對人類共同的威脅，也就是新冠病毒。一
方面，這能夠防止同類疫情再次發生；另一個方面
，可為制定一個科學防控疫情和治療疾病的方案提
供幫助。

針對疫情中公共衞生、應急
管理等方面暴露的薄弱環節。國
家衞健委主任馬曉偉在7日的新聞
發布會上指出，實踐證明，中國
的醫療衞生體系和公共衞生突發
事件應急體系總體上是有效的。
下一步，要改進網絡疫情直報及
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行政報告兩個
系統，建立智慧化的預警多元觸
發機制。

馬曉偉介紹，中國除了在

2003年沙士以後建立的網絡疫情
直報系統，現在還有突發公共衞
生事件的行政報告。下一步，要
加強和改進這兩個系統。比如，
建立輿情監測系統、醫務人員的
報告系統、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
，建立智慧化的預警多元觸發機
制；完善應急預案，分級分類組
建衞生應急隊伍，提高重大公共
衞生事件發現、報告、預警和響
應的能力。

白皮書指出，中國聚焦臨床
救治和藥物、疫苗研發、檢測技
術和產品、病毒病原學和流行病
學、動物模型構建5大主攻方向，
部署啟動83個應急攻關項目。目
前，已有4種滅活疫苗和1種腺病
毒載體疫苗獲批開展臨床試驗。

白皮書指出，在這次疫情的
救治中，充分發揮了中醫藥特色
優勢，中醫藥參與救治確診病例
的佔比達到92%，湖北省確診病
例中醫藥使用率和總有效率超過
90%。

白皮書指出，從中醫角度研
究確定病因病基、治則治法，形
成了覆蓋醫學觀察期、輕型、普

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復期發
病全過程的中醫診療規範和技術
方案，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廣使
用。

▲3月10日，武漢所有方艙醫院全部休艙。圖為武漢武昌方艙醫院休艙儀式 資料圖片

▶2月9日，俄羅斯將
23噸援助物資送抵武
漢 資料圖片

衞健委：將設智慧化疫情預警機制

中醫藥參與92%確診病例救治▶5月15日起，武漢市
進行全市核酸大篩查
，截至5月24日，已完
成900多萬人次採樣

中新社

▲2月20日，甘肅省中醫院藥師在
配置中藥顆粒 資料圖片

▲2月24日，在武漢火神山醫院重症監護室內，醫護
為患者診治 資料圖片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