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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梁秀梅

近期，郑州市发现多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相关疫情已隐匿传播一段时间，涉及商超、工地、校
园等人员密集场所，且疫情存在外溢风险。作为邻
近城市，郑洛两地人员流动频繁。为此，市疾控中心
昨日发布紧急提醒。

郑州警方通报显示，本月2日，1名外地入郑人
员未按规定扫码登记，刻意隐瞒行程，逃避疫情防控
检查，且多次外出购物，造成新冠肺炎病毒传播，郑
州警方已经立案调查。该病例涉及的航空港区供销
百货超市、家联华生活超市，未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责
任要求，落实扫码亮码、体温检测、无码人员登记的
主体责任，同样接受警方调查。

截至21日24时，郑州此番疫情的感染者已超
过35例，多例感染者的轨迹显示，疫情在当地已经
隐匿传播一段时间，涉及商超、工地、校园等人员密
集场所，疫情存在外溢风险。

“郑州此番疫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不管是省
外还是市外返回，只要有人员流动，风险就一直伴
随。”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专家朱鑫说。

朱鑫重点提醒，凡是有市外旅居史的来（返）洛
人员，务必做好主动报备及核酸检测，且在入洛后3

天2检结果出具之前，尽量不要外出，做好个人健康
监测，尤其是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为此，市疾控中心发布紧急提醒——

●近14天内有中高风险区及所在地市旅居史
的来返洛人员，与公布的阳性病例行程轨迹有交集
的、同时空伴随人员及健康码为红码或者黄码的人
员，请上述人员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备，并
配合做好测温验码、核酸证明查验、隔离医学观察或
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

●减少非必要出行，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
和中高风险地区变化信息。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
地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4月8日以后有郑州市航
空港区旅居史的来（返）洛人员，要及时向社区（村）
以及酒店进行报备，并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尽快完成
一次3天2检。

●正确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握手、不扎
堆、不聚会，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
所。进入公共场所时，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
两米线等防控措施。

●时刻关注个人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
状，请勿自行服药，戴口罩尽快到就近的医疗机构发
热门诊排查和就诊，并主动告知旅居史、接触史，途
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请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市民尽早主动
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接种，携手共筑全民免疫
屏障。

□洛报融媒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高泓

记者昨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全市进口非冷链货
物生产经营者在从事进口非冷链货物业务时，须登录
河南省进口非冷链货物信息追溯系统（简称“进快办”
系统）进行报备并赋码，市民购买进口非冷链商品将更
放心。

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抓好常态化“外防
输入”，进一步筑牢阻断“物传人”防线，我省开发建设
了“进快办”系统，以实现入豫进口非冷链货物的全过
程追溯管理。按照相关通知要求，所有进口非冷链货
物生产经营者在从事进口非冷链货物业务时，都需要
通过该系统报备，包含直接从口岸或省外供货商购进
进口非冷链货物的生产经营者和从省内供货商购进进
口非冷链货物的生产经营者。

目前，“进快办”已上线试运行，进口非冷链货物生
产经营者可通过电脑访问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网址：https://ha.singlewindow.cn），进入“地方
特色应用—进口非冷链追溯系统—河南进口非冷链追
溯系统”，进行企业备案填录。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进
快办”前需先完成“单一窗口”注册工作，相关操作手册
和视频可在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首页“业务
培训”中下载。

截至21日15时，我市进口非冷链货物生产经营
者在“进快办”中注册备案已有407家。市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做好“进快办”宣传推广应用工作，
做到辖区内非冷链货物生产经营者应注册尽注册，不
漏一家，所有进口非冷链货物系统管理全覆盖，不漏一
批。全市进口非冷链货物生产经营者要按照要求，通
过“进快办”系统主动报备进口货物相关信息，确保上
传数据真实有效、完整准确，在货物存储、转运和销售
环节逐级添加追溯信息，形成分组追溯码。因未使用

“进快办”追溯码造成疫情传播且影响追溯的单位和个
人，有关部门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近期郑州发现多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市疾控中心发布相关提醒

请来（返）洛人员自觉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3天2检结果出具之前不要外出

我市进口非冷链货物生产经营者
在“进快办”中注册备案已超400家

相关货物生产经营者
请及时报备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请慎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请慎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截至 2022 年 4 月 22 日 19 时

全国高风险地区 7 个
中风险地区 1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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