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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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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25 例（广东 44 例，
上海 40 例，北京 12 例，广西 8 例，重庆 4 例，
云南 4 例，福建 3 例，山东 3 例，江苏 2 例，四
川 2 例，天津 1 例，安徽 1 例，湖北 1 例），含 10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广东 4 例，
北京 2 例，广西 2 例，山东 1 例，四川 1 例）；本
土病例 75 例（广东 31 例，其中深圳市 23 例、
东莞市 7 例、中山市 1 例；内蒙古 14 例，其中
呼和浩特市 13 例、包头市 1 例；天津 6 例，其
中滨海新区 4 例、东丽区 2 例；广西 6 例，均在
防城港市；云南 6 例，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 5 例、临沧市 1 例；黑龙江 4 例，其中牡丹
江市 3 例 、鸡西市 1 例 ；江苏 3 例 ，均在苏州
市；湖北 2 例，均在武汉市；山西 1 例，在晋中
市 ；海南 1 例 ，在三亚市 ；四川 1 例 ，在成都
市），含 3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天
津 2 例，黑龙江 1 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
疑似病例 9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8 例（均在
上海），本土病例 1 例（在内蒙古）。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1 例， 解除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4762 人， 重症病例较前一
日减少 2 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1610例（其中重症病
例 1例），现有疑似病例 10例。累计确诊病例 1446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285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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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3 例（其中重症病例 19 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 102017 例 ， 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09526 例，现有疑似病
例 11 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641681 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7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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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例，其中境外
输入 102 例，本土 42 例（广东 25 例，其中东莞
市 20 例、深圳市 5 例；云南 6 例，其中临沧市 3
例、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2 例、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 1 例；黑龙江 5 例，其中牡丹江市 4
例、佳木斯市 1 例；上海 3 例，均在浦东新区；
山东 1 例，在烟台市；湖北 1 例，在武汉市；四
川 1 例，在成都市）；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3 例
（境外输入 10 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40 例
（境外输入 32 例）； 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
染者 1097 例（境外输入 825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00691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80121 例（出
院 18926 例，死亡 744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81
例 （出院 79 例）， 台湾地区 20489 例 （出院
13742 例，死亡 853 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2 月 28 日 0 时~24 时，全省新增境外输入
性无症状感染者 24 例， 无新增确诊病例和疑
似病例。 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 例
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24 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666 例 （本土

2508 例、境外输入 158 例），现有住院病例 15
例（本土 4 例、境外输入 11 例），尚在医学观察
的无症状感染者 32 例（境外输入 32 例）。 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4064 人，正在观察的密切
接触者 280 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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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市牢固树立
“临河就是临海、 腹地也是前
沿”的理念，依托沙颍河通江
达海黄金水道优势，提出了建
设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发展
定位。周口境内沙颍河全线常
年通航，周口中心港开通了至
淮安、太仓、连云港、上海、大
丰港以及美国洛杉矶长滩港、
非洲加纳等多条集装箱航线，
累计投入 68 亿元用于航道提
升和港口建设，大大提高了航
道通行能力和港口吞吐能力，
我市港航发展步入了 “快车
道”，形成公、铁、水、空“四位
一体”的多式联运网络，成为
新时代“豫货出海口”。

《周口市港口和航道条
例》应运而生

我市大力发展临港经济，
集中精力打造河南对接融入长

三角的“桥头堡”。 市委、市政府
连续 3年在郑州举办临港经济
论坛，在周口举办了“全国港口
行业多式联运大会”，引进大批
临港产业项目入驻沿河港区，临
港经济提档加速。 得益于内河
航运的便利条件，益海嘉里（周
口）现代食品产业园、安钢周口
产能置换项目等一批大项目先

后落地实施，有力支撑了全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市已建
成规模性港口 6个、 货运泊位
83个， 拥有航运企业 18家，从
业人员 2万人， 货运船舶 1800
多艘。2021年，全市港口货物吞
吐量 2915 万吨 ， 同比增长
56.7%； 集装箱吞吐量 26946标
箱，同比增长 2.3倍，周口港被
交通运输部列入全国重点发展

的 36个内河主要港口。
不过， 随着内河航运的蓬

勃发展，我市港口航道建设、运
营、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
出：港口码头建设不规范、运营
安全意识薄弱。 沿线部分群众
受利益驱使， 私自建设简易码
头，这些码头设施简陋、装卸设
备落后， 操作人员没有经过专
业培训，不按环保要求作业，安
全隐患突出； 部分港口经营人
员通过不正当竞争， 压运价揽
货源，抢夺市场，扰乱正常的航
运市场秩序； 港口受港航、水
利、生态环保等多个部门监管，
九龙治水，多头管理，行政管理
体制不畅， 无法形成有效的联
动工作机制。

为改善我市内河航运通

航环境， 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确保港口经济健康、有序和可
持续发展，立足周口实际，《周
口市港口和航道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应运而生。

《周口市港口和航道条例》
助力临港经济发展提档加速

据市港航管理局规划建

设科负责人高翔 成 介 绍 ，
《条例 》立法的目的 ，重点解

决四方面问题： 规范港口和
航道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为
进一步优化港航监管服务提

供法律依据 ； 明确港航 、公
安 、生态环境 、交通运输 、水
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职责，解
决目前监管部门多、 权责不
清的问题； 明确港航管理部
门的综合执法机构作为港航

执法的主体， 建立部门联动
机制，解决港口、航道行政执
法难的问题；细化法律责任，
对未经审批建设码头、 违法
经营码头、 私自开展水上水
下活动及国家公职人员不认

真履行职责的行为都有了处

罚依据。
《条例》的出台实施，对维

护港口安全和生产经营秩序、
保障航道畅通及通航安全、加
强港口和航道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将起到极大的指导和引

领作用，有助于发挥我市内河
航运新优势、推进港航事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条例》落实落
地，既是政治责任、法律责任，
更是周口打造 “临港新城、开
放前沿”的迫切需求。

多举措确保《周口市港口
和航道条例》顺利实施

作为我市港口和航道行

政主管部门和主要执法主

体，市港航管理局抢抓机遇，
率先行动 ，印制 《条例 》单行
本 10 万册免费发放，通过设
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竞赛
答题等形式， 组织各单位进
行学习。 成立《条例》宣讲团，
深入港口 、码头 、渡口 、船闸
所、航运企业等单位或场所，
引导其正确理解、 适用 《条
例》。 组织志愿者在人流密集
场所设立宣传台， 引导群众
积极参与港口和航道工作监

督，支持我市港航事业发展。
组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 ，充
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
媒体，扩大《条例》宣传面、覆
盖度和知晓率。

“通过各县（市、区）举办
学习班， 做好执法人员的培
训，规范行政执法活动，提高
港口和航道行政管理能力，让
执法队伍真正学法、 知法、懂
法、用法，做好辖区内的港口
和航道的规划、建设、管理、养
护、安全、监督等相关工作。引
导港航企业主动落实主体责

任，严守法律法规，维护港口
安全和生产经营秩序，保障航
道畅通和通航安全。 ”高翔成
表示，此外，市港航管理局将
积极主动履职，抓好港口经营
管理， 做好航道养护和保护，
建立健全科学的港航管理体

制，编制好周口航道港口布局
规划和内河航运发展中长期

规划，制定港口岸线有偿使用
和码头专项整治具体办法，确
保《条例》顺利实施，为建设国
家区域中心港口城市保驾护

航。 ②8

我市港航事业发展迈入“快车道”

《周口市港口和航道条例》应运而生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

斌 2 月 28 日在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 工信部正抓紧研究
明确新能源汽车车购税

优惠延续等支持政策 ，
支持创新突破和市场拓

展，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快速发展。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政策支持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