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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战疫
1 月 19 日，《南海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方案》( 征询意见稿 ) 出台；

1 月 24 日，南海全面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一场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全

面打响。

在疫情防控出现积极变化的关键时期，南海区坚持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在这场战疫中，南海可谓“决断早、行动快、施策准、力度大、措施严、关爱暖”，

记者整理了南海战疫日志，回顾南海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领域的重要举措和具有影响力

的重要事件。

大事记

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除夕）

1月25日
（年初一）

1月19日
出台《南海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方案》(征询意见稿)。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闫昊波率领区四

套班子领导慰问临床一线医护人员。

南海区报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确诊病例。

南海区成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确定联防联控工作方案。

南海区卫生健康局、区疾控中心联合

发出《致南海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制定实施十大严格管控措施，包括花

市提前休市、取消文旅活动、关闭文

博场馆和景区等。

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南海南

新无纺布有限公司等南企，全力保障

口罩、防护服及其原材料的物资供应。

区委组织部发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倡议书》，全区 7万名基层党员第

一时间响应。

在全省率先设置废弃口罩回收点。

1月26日
（年初二）

1月27日
（年初三）

1月28日
（年初四）

1月30 日
（年初六）

1月31 日
（年初七）

2月1 日
（年初八）

要求在全区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

在全市率先推出南海区疫情网络举报

平台，公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各

镇（街）疫情防控咨询电话。

组建联合检查检疫站，公安、交通、医

护人员不分昼夜 24 小时坚守交通要道。

所有公务人员提前结束休假，返岗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南海区疫情网络举报平台更名为“南

海区疫情信息征集平台”，新增上线

“肺炎自查求助”功能。

1月29日
（年初五）

由南海区委宣传部、区卫生健康局指

导和支持，珠江时报制作的第一期《新

时代南海家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防护特辑》出版，共 65 万份陆续派

发至村居、企业。

南海区内大型餐饮单位暂停早茶服

务，从疫情发生地抵（返）南海人员

要主动报备。

发文要求企业严格执行复工时间不早于

2月9日24时。

佛山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治

愈病例出院，该病例长居南海。

南海第一批 282 名区直党员干部火

线支援镇街、村居一线。

在全区各社区、村（居）实行体温检

测全覆盖。

2月2日
（年初九）

明确全区各中小学和幼儿园 2 月 17

日前不开学，属地高校、中职学校、

技工院校 2月 24 日前不开学。

2月3日
（年初十）

坚决查处和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售卖

野生动物行为和其他野生动物违法

违规交易。

推出第一批 262 个“不见面办事”事

项，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正式恢复对

外办事服务。

2月4日
（正月十一）

所有餐饮服务单位禁止提供堂食。

“肺炎一号方”颗粒医疗机构制剂

应急审批通过，南企一方制药受委

托负责生产。

2月5日
（正月十二）

复工复产防控工作指引发布，分六方

面对企业节后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

作出指导。

发布“稳企十五条”，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
2月6日

（正月十三）

2月7日
（正月十四）

佛山首批 4 名“白衣战士”驰援武

汉，来自南海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

院 95 后护士陈铭乐入选。

2月8日
（正月十五）

各村（社区）、物业小区、无物业管

理楼宇、商品交易场所、工业园区实

行临时出入证制度。

南海建立镇（街道）领导干部包干联

系辖区内重点企业机制。

2月9日 南海第二批驰援湖北的两位医生出发。

社会办诊所、口腔医院等暂停诊疗，全

区所有美容美甲商户等暂停营业。
2月10日

南海制定区领导挂点联系重点企业制

度，由区相关领导直接挂钩区内重点

企业。

2月11日
南海第三批医护人员共 4 人驰援湖北

荆州。

2月12日
南海区内多家商业综合体陆续主动为

商户减免租金。

2月13日
由 322 名医护人员组成佛山最大规

模“医护军团”驰援湖北，当中南海

区有 60人。

2月14日
南海区首班外来务工人员返岗包车运

输任务顺利完成。

2月15日
南海新增确诊病例为零，之后一直持

续至今。

南海推出首批 683 个“最多跑一次”

事项。

2月16日
“佛山南海通（战疫版）”小程序企

业复工复产信息登记平台上线，企业

3分钟可完成复工复产备案。

2月17日
在佛山率先实行在全区各交通卡口及村

居社区正式实施电子通行证认证管理。

南海教育网络大班会上线，面向南海

区中小学生播放。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杨汉坤

发布关于科学有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的

通告（第 10 号），严禁以审批审核等形

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

九江镇发布“撑企十条”，其他镇街陆

续发布撑企措施。

2月18日

南海的一些主干道开始堵车。

 “佛山南海通 ( 战疫版 )”小程序推出企

业口罩申购平台。

南海稳企“十五条”（融资风险补偿）政

策实施细则出台。

2月19日

2月20日

南海区举行推进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

新实验区建设暨村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现场

巡查，七镇街村改项目全部按下“重启键”。

南海出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十条政策意见

（简称“复工十条”）。

2月21日

佛山全面撤销市内高速公路收费站及国、

省、县道 106 个联合检疫检查站，南海

撤销 30个。

四套班子成员分别带队开展企业实地调

研，收集并研究解决企业的困难和问题。

2月22日

2月23日

南海区人社局发布稳企“十五条”实施

细则，给予符合条件的企业援企稳岗补

贴、延迟复工补助。
2月24日

南海多个重点文体建设项目按下复工 “加速键”。2月25日

2月28日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联合人民日报等客户

端，对南海复工复产进行全网直播。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十三项措施助

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难题，其中明确疫情期

间，证照到期可“延时办”。

2月26日

2月27日

南海全区有近2万家企业通过“佛山南海通

(战疫版)”小程序累计申购口罩超195万个。 

南海区按照“中风险地区”分区分级管理

措施及防控措施开展堂食服务。 
2月29日

南海区中小学校线上进入新学期的课程学习。3月2日

南海发出倡议，积极推行“公筷行动”，

就餐请使用公筷公勺。

3月5日
区文广旅体局、区经促局、区市场监管局

联合发布复工十条的实施细则，给予文化

旅游住宿餐饮行业补贴。

3月3日
南海分区分级推进南海公共文体场馆、旅

游景区稳妥有序恢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