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2年12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 王立新 王淳红
国内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邮编130015 社办公室88600010 编务办公室88600333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今日8版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吉林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零售1.00元

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拍 卖 公 告
辽宁永盛拍卖有限公司受有关部门委托，定于2023年1月4日

10时对一批松子进行拍卖。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12月27日—2023年1月3日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大厅
联系方式：13364289990

●长春市双阳区山河街道赤
松茸种植协会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1220112MJY678103T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遗失，声明
作废。

●中邦山水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2201962547355，声明作废。

●姜树全将警官证丢失，警号
1021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林东证鼎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101MA0Y56D71K）经营需要，经公司
全体合伙人大会决议决定，依法减资，从原登
记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伍佰玖拾贰万柒仟捌佰
伍拾元贰角捌分减至玖仟玖佰叁拾贰万伍仟

玖佰壹拾叁元玖角肆分。请本公司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办理相
关手续。联系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617 室 联 系 人 ：钟 琦 联 系 电 话 ：
18946660078。

申请人：吉林东证鼎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22年12月15日

减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股权管理，核实股东情况，维护股东合法权益，本行

持续开展股东所持股份的确权及登记托管相关工作。请以下失联股

东或其合法的权利义务承继主体于2022年12月27日前与本行取得联

系，以便本行协助办理确权及登记托管手续：

1.四平市德利加油站

2.吉林省政达集团有限公司

3.长春市华美时装制衣厂

4.四平市丰隆纺织有限公司

5.长春拖拉机制造厂双阳分厂劳动服务公司

6.长春市第三彩印厂

7.长春市水电机械厂

未在2022年12月27日前与本行取得有效联系的前述失联股东所

持股份将放置于本行在吉林省股权登记托管中心有限公司开立的临

时账户内进行统一管理。后续与本行取得有效联系的前述股东，本行

仍可继续协助办理确权及登记托管手续。

如有知情人士，请见此公告后协助广而告之。

联 系 人：王珩

联系电话：0431-84999655 0431-84992752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2：00，下午13：00-16：30（法

定节假日除外）。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南湖大路1817号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8日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寻找部分失联股东的公告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作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

感染新冠病毒后，如何科学用药？康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多久能运动？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献血是否会增加感染

的风险？针对当下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组织相关领域权威专家作出解答。

感染后如何科学用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表示，感染新冠病毒

后，出现高热等临床症状，在体温超过38．5摄氏度的时候，人

体感觉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退热药。

高燕介绍，如果患者本身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胃溃疡、十

二指肠溃疡，或者平时有胃肠道的一些基础病，在用解热镇痛

药时，不要空腹服用。此外，密集用药可能诱发消化道出血等

症状，可以合并用一些胃黏膜的保护剂，再来吃解热镇痛药会

更安全一些。

“对于大部分新冠患者来说，还是以轻症为主，对症处理

就行。止咳、镇咳、化痰类药相对来说较安全。”高燕提醒，在

临床上很多药物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尤其是有一些

比较严重的慢性基础病的人群，应该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指

导下用药。

康复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感染

新冠病毒以后7至10天，绝大部分人都会进入康复状态，可能

核酸或抗原都转阴了，但仍会遗留一些症状，比如咳嗽、嗓子

不舒服等。进入康复期，患者精神上要保持高昂斗志。

刘清泉提醒，康复后不要大吃大喝，要保持清淡饮食，加

强营养，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多吃蔬菜水果，保证体力的恢

复。同时，生活、工作节奏要适当放缓一点，不要熬夜。

对于一些康复后陆续返岗工作的人，高燕表示，如果退烧

以后，体力有明显改善，就可以返岗工作。但是一些呼吸道症

状可能会恢复得慢一些，发热期还是应该多卧床休息。

康复后多久能运动？

刘清泉提醒，适量运动有利于恢复健康，但是不能剧烈运

动，过度的运动不但不能够恢复健康，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

的问题。

刘清泉说，可以根据自身运动习惯选择适量运动，不超过

平时运动量的三分之一，逐渐增量即可。

高燕表示，对于中青年群体来说，进入恢复期的过程会

短一些，并不影响复工复产。但是高强度的健身运动，还是

要稍微缓一缓，注意休息，加强营养，让自己尽快回归正常

的状态。

“对于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尤其是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要重点关注呼吸道症状

问题，比如咳嗽、胸闷、气促等症状是否加重。”高燕介绍，

一周左右核酸或者抗原转阴后，这些呼吸道症状可能还会

持续，等病情明显缓解以后，再恢复到正常的锻炼，更有利

于健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感染后如何科学用药？康复后要注意啥？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上接第四版）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各有关部门继续分工负

责、协调配合，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率，二是完善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相关药品和检测

试剂准备，三是加大医疗资源建设完善和建立分级分类诊疗机

制，四是完善人群核酸和抗原检测策略，五是做好重点人群健

康调查和分类分级健康服务，六是强化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

点场所防控，七是强化疫情监测，八是做好信息发布和宣传教

育。各行业主管部门也将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加强督促指导，

积极稳妥推进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各项措施。

问：政策调整后，个人如何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许文波：一是个人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坚持规律作息、锻

炼身体、健康饮食、保持良好心态等健康生活方式。

二是应当注意自身防护，勤洗手、遵守咳嗽礼仪、文明用

餐；保持居室整洁，常通风，清洁为主，必要时使用消毒剂；前

往人群聚集场所时应规范佩戴口罩。

三是可适当储备相关药物，在出现疑似新冠症状后，可先

进行自我抗原检测，若结果为阳性，且症状较轻时，可居家治

疗；若出现症状加重趋势，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四是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或具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等症状，

应尽量避免外出。老年人、具有基础性疾病重症高风险人群、

孕妇、儿童等特殊人群尽量不外出。

问：政策调整后，如何有效地保护老年人、孕妇、儿童等脆
弱人群？

许文波：一是老年人、严重基础病患者、孕妇、儿童等脆弱

群体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勤洗手、规范佩戴口罩，避免前往

人群聚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如必须前往，要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居室要经常通风，注意保持家庭环境卫生，接收快递等物

品做好个人防护和适度外表消毒。

二是符合疫苗接种要求的，应当尽早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和加强接种。尤其是60岁以上、有基础性疾病等重症高风险

人群，应接尽接、应接早接，对保护自身健康极其重要。

三是尽可能减少老年人、孕妇、严重基础病患者、儿童等

脆弱群体的感染机会，若家庭同住人员中感染者，居家治疗期

间可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内，避免与相关人员接触。

四是社区摸清老年人、孕妇等脆弱人群群体底数，关注相

关人员用药及治疗需求，为其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五是社区和家人关心关爱脆弱群体的心理健康，使其保

持愉悦心情，适量运动，增强机体免疫力。

问：实行“乙类乙管”后，新冠疫情监测、数据收集、报告和发
布要求有哪些变化？

李群：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传染病后，疾病监

测、报告和对外发布等工作，也要做出一些调整：

一是调整公布内容。保留确诊病例、重症病例和死亡病

例，不再公布密切接触者相关信息。

二是调整公布频次，根据疫情变化情况进行调整，最终调

整为每月一次。

三是调整监测内容。将前期以每一个病例为重点的监

测，调整为以疫情趋势、重点人群为重点的监测，在继续做好

传染病网络直报的基础上，开展医疗机构和社区人群哨点监

测等多种形式的监测，加强病毒变异监测，相关监测结果将在

中国疾控中心网站上公布。

问：是否有可能再进一步将新冠病毒感染降至丙类传染
病？从乙类降至丙类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李群：根据传染病传播方式、传播速度、流行强度以及对人

体健康、对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传染病防治法将法定传染病

分为甲、乙、丙三类。丙类传染病通常是一些常见、多发的传染

病，像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手足口病等共11种。

对这类传染病防控重点是关注其流行趋势，控制暴发流行。

是否进一步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丙类传染病，取决于

它的危害程度，需要持续监测疾病发病情况和病毒变异情况，

有了充分依据后，经过科学评估，再考虑是否从乙类调整至丙

类。一般来说，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病毒毒株较为稳定，

毒力致病力最好能进一步降低；二是对疾病的认识更加全面、

系统，预防和治疗手段更加成熟；三是群众对疾病风险有更为

充分的认知，个人防护能力不断提高。目前尚需一定时间去

观察研究，积累更多科学数据进行评估。

问：政策调整后，疫情应对组织体系、应对体制是否会相
应地进行调整？群防群控、联防联控是否还会坚持？

李群：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疫情应对的组织体系、工

作机制一直在根据全球疫情形势变化和病毒变异情况，并结

合我国疫情防控实践，因时因势因地进行优化、调整、完善。

此次调整后，各地可以根据防控工作需要和防控措施实施效

果，深入研究论证，继续优化、调整、完善疫情应对的组织体

系、应对机制，以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群防群控、联防联控一直是我国应对各类传染病疫情的

成功经验总结。今后仍要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持续关注

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变化，持续开展病毒变异监测和分析研判，

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用好群防群控、联防联控这一重

要法宝。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