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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 0 时～24 时，31 个省 （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 30 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3 例（上海 7 例，广东 3 例，福建 1 例，河
南 1 例，陕西 1 例），含 3 例由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河南 1 例， 广东 1
例，陕西 1 例）；本土病例 17 例（内蒙古 8
例， 其中阿拉善盟 5 例、 锡林郭勒盟 3
例；甘肃 4 例，均在兰州市；北京 1 例，在
丰台区；贵州 1 例，在遵义市；云南 1 例，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陕西 1 例，在
西安市；宁夏 1 例，在吴忠市），含 1 例由
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在陕西）。
无新增死亡病例。 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39 例，解除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994 人，重症病
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437 例 （其
中重症病例 1 例）， 现有疑似病例 2 例。
累计确诊病例 9451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 9014 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10 月 19 日 24 时， 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505 例（其中重症病
例 1 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91460 例，
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96601 例，现有疑似病例 2 例。 累计追
踪到密切接触者 1216152 人， 尚在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1291 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2
例，其中境外输入 18 例，本土 4 例（云南
2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甘肃 2
例，均在兰州市）；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4 例
（境外输入 3 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8
例（境外输入 17 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
症状感染者 356例（境外输入 339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28721 例 。 其中 ， 香港特别行政区
12301 例 （出院 11998 例 ， 死亡 213
例 ）， 澳门特别行政区 77 例 （出院 66
例 ）， 台湾地区 16343 例 （出院 13742
例 ，死亡 846 例 ）。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10 月 19 日 0 时~24 时，全省新增境
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 1 例，
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6 例， 无新
增疑似病例。

202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19 日
24 时，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67
例，累计出院本土确诊病例 162 例。 目
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 5
例。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 24 时 ，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551 例 （本土 1440 例 、 境外输入 111
例），现有住院病例 20 例（本土 5 例、境
外输入 15 例）。 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 18 例（境外输入 18 例）。 累计追
踪到密切接触者 45100 人， 正在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 18 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截至 10月 19日 24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10月 19日
河南省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6例

10 月 21 日 20 时左右，由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给地球带来的
猎户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极大时 ZHR 为 20 颗左右，即在理想观
测条件下，辐射点位于头顶正上方时，每小时能看到 20 颗左右流
星，“雨量”较小。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建议， 要选择在当夜天
气晴朗、灯光影响小、视野开阔四周无遮挡、安全的观测地。 “在家
里的阳台想要看到流星是有点困难的，城市的灯光、高楼大厦都可
能会遮挡住流星。 具体说来可以在远离明亮灯光的郊区进行观
赏。 ”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乔栋

前不久， 山西运城一家饭店门口
挂起横幅———“老板救灾去啦！ 暂停营
业两天”，赢得网友称赞。 原来，当地发
生洪涝灾害， 这家饭店的店主带着员
工和自愿加入的邻居，用 10 个小时做
了 1000 个肉夹馍， 然后驱车近 70 公
里，把救灾物资送到了稷山抗洪一线。
发生在山西抗洪救灾中的温暖一幕 ，
也是无数凡人善举的缩影， 传递着温
暖人心的正能量。

近期， 山西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
的最强秋季降水过程， 带来较为严重
的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 专家表示，强
降雨发生在主汛期后， 极端天气和叠
加强降雨是导致山西受灾的主要原

因。 数据显示，进入 9 月份，山西的平

均降雨量是常年同期的 4.18 倍。 气象
条件等导致洪涝灾害发生， 形成不小
破坏力，这警示我们着眼长远，加强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今年以来，河南、山西等地均遭遇强
降雨，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影响了
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
们必须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 把防灾
减灾作为重要课题，抓紧抓实相关工作，
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切
实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防灾救灾， 考验着一个地方乃至
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应急救援

能力。 山西灾情发生后，当地启动省级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针对险情较重的
太原、吕梁、晋中、运城等地，调集救援
队伍 165 支、13535 人； 设立 845 个临
时集中安置点，发放帐篷、棉衣裤，安

置受灾群众。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也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财政
部、 应急管理部向山西紧急预拨 5000
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帮助山
西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实践证明，提高
快速反应能力、落实救援举措，确保有
条不紊、全力以赴地抢险救灾，才能最
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防灾减灾不仅是应急之举，更应当
进行长远谋划。这需要更加科学地认识
致灾成因、防灾规律，坚持以防为主、防
灾抗灾救灾相结合，在尽早防范、尽力
化解上下功夫。 一方面，加强常态化的
气象、地质灾害等监测预警，盯住容易
出现隐患的薄弱区域和重点区域；另一
方面，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健全工
作机制和应急预案，强化应急物资保障
体系建设。同时，防灾减灾要从我做起、

全民行动，加强社会共治、引导群众参
与，有效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 从
长远来看，灾害是一时的困难，应该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增强忧患意
识、责任意识，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
救灾相统一，既注重应对单一灾种也注
重综合减灾，既考虑减少灾害损失也兼
顾减轻灾害风险，既强调灾前预防也注
重灾后救助，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灾害
的综合防治能力。

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
展的永恒课题。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在落实责
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上攻
坚克难、久久为功，千方百计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 我们就能凝聚起建设
好、守护好美丽家园的强大力量。

（据《人民日报》）

长远谋划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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