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文件办理呈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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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加强和规范疫情防控码管理便利人员出行使用的通知

综合组

拟办意见

来文称,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通

知,提出以下要求:一是加强疫情防控码制度建设。加强规范

本地区本行业疫情防控码管理,推动各地疫情防控码互通互

认、标准一致。二是进一步清理规范现有各类疫情防控码。各

省要由省级统一部署管理疫情防控码建设应用工作,原则上各

省仅保留一个统筹建设的
“
健康码

”。三是进一步提高疫情防

控码的准确性。统一健康码
“
绿码

”
赋码规则和通行标准,加

强对入境人员和高中风险地区等重点人员的管理。四是加强疫

情防控码的数据安全管理。严防数据泄漏,禁止第三方平台留

存用户隐私数据。五是为群众出行提供便捷服务保障。全面落

实
“
健康码

”
仝国互通互认、 “

一码通行
”

要求。六是做好疫

情防控码运行保障。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加强疫

情防控码相关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和技术防护。

拟办意见 :1。 请市政务数据管理局会社区防控组、疫情防

控统筹组、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卫健局研办;2。 转请各

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市新冠肺炎防控防控指挥部各成员单

位遵照执行。

拟呈家华、建伟、小坚、乔羽同志阅示。

请综合组领导核。

综合组
2020年 5月 30日

综合组

负责人

审核意见 Ⅰ廴、⒈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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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审批后请退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 电话:83351246



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文件呈批表 (附页 )

步提高疫情防控码的准确性,避免出现疫情防控码错判、漏判等

问题;4。 加强疫情防控码的数据安全管理,强 化责任落实,严 防

数据泄漏,禁止第三̌方平台留存用户隐私数据;5。 为群众出行提

高便捷服务保障,全面落实
“
健康码

”
全国互通互认、“

一码通

行
”
要求;6,做好疫情防控码运行保障,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制定要求,加强疫情防控码相关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和技术防

护。

拟办意见:此件,建议:I,即转请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牵

头会同省委网信办、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省工业和信
`包
化

厅、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中国铁

路广州局集团公司等有关单位及各地级以上市防控指挥部抓紧落

实办理。2.请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牵头会同省委网信办、省卫

生健康委等有关单位及广州、深圳等地市按来文要求抓紧推进我

省健康码整合工作 ,并将有关情况上报中央网信办、国家卫生健

康委和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

呈朝明同志批示。

综合组 (置彬、张李 )29/5 王胜利黄宁 zt,/5

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综合组 经办人:张李 电l话 :83132505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 清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综 含 狙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E2020〕 177号

关于加强和规范疫情防控码管理

便利人员出行使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 导小组、指挥部 ):

新冠肺炎痰情发生以来,各 地积极运用
“
健康码

”
、
“
行程码

”
、

“
个人信息码

”
等疫情防控码促进人员有序流动,对 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 同时一些地区也存在各种疫情防控码

层层加码、互不相认、数据重复采集、部分群众使用受限等问题。

适应常态化痰情防控需娶,加 强和规范各类疫情防控码管理、便利

人员出行使用十分重要。为进一步做好有关工作,现 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

-、加强疫清防控鸹制度建设

要加强疫情防控码的相关制度建设 ,抓 紧制定和完善全国疫

情防控码的管理规则和业务规范,进 一步规范
“
健康码

”
、
“
行程

码
”
、
Ⅱ
个人信息码

”
等痰情防控码的名称和定义,规 定痰情防控码

的使用范围、数据果集内容、数据使用和消除要求等,明 确疫情防

控码各级管理职责,强 化数据共享,建 立依托全国··̄̄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互通互认的
“
健康码

”
为主的疫情防控码规范体系。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按照
“
谁主管谁负赏,谁 建设谁负贵

”
的原则 ,加 快制定

具体落实的揩施和办法,落 实监督管理喷任 ,加 强和规范本地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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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痰情防控码管理。要进一步完善痰情防控码相关平台建设、

安全管理等标准,推 动各地瘐情防控码互通互认、标准一致。(国

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牵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实

施〉

二、进-步潦理规范现有备类疫恰防控码

针对当前存在的各类瘐情防控码层层加码、数据重复采集等

突出闽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立即开展一次全面清理规范工作。

重点清理擅自建设运营、安全要求不达标、信息不互认、数据重复

采集的痰情防控码。要全面摸清痰情防控码建设应用情况,对
“
健

康码
”
、
“
行程码

”
、
“
个人信息码

”
等各类疫情防控码进行全面梳理 ,

摸清数量、使用范围、赋码规则、管理部门、个人信息收篥、倌息安

全防护揩施等情况 ,针 对存在的间题 ,研 究制定进一步优化整合的

措施。各省(区 、市)要 曲省级统一部署管理痰情防控码建设应用

工作,除 有特殊防疫要求的重点地区外,原 则上各省(区 、市)仅 保

留一个统筹建设的
“
健康码

”
9并 基于

“
健康码

”
整含汇聚其他瘐情

防控码信息、实现互通互认。6月 5日 前,各 省(区 、市)将 目前建

设的和整合清理后保留的疫情防控码情况报中央网信办、国家卫

生健康委和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国 家卫生健康委会

同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各地区各有关部闩负贵组织实拖 )

三、进¨步提高疫镣防控鸹的准确性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揩施,避 免出现瘐llW防 控码错

判、漏判等问题。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将确诊患者、疑似患

者、密接人员、无症状感染耆、出院患者、复阳痫例、核酸和抗体检

测等相关数据纳入
“
健康码

”
共莩佶息井动态更新,卫 生健廉、公

安、工业和信息化、移民管理、海关、谴路客遒、民航、铁路箨有关部

门要及时将相关数据与
“
健康码

”
数据庠共莩和比对 ,同 时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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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况申报信息的核验以及重点人员疫情感染风险的判断和提

示,进 一步提高
“
健康码

”
判断的准确性。要严格健康码

“
绿码

”
判

定标准,统 一健康码
“
绿码

”
赋码规则和通行标准。要加强对入境

人员和高中风险地区罅重点人员的管理 ,避 免对高风险人员的错

判、漏判。要完善健康码
“
红码

”
退出和转码机制,推 动

“
健康码

”
数

据更加精准及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

四、加强疫带防控码的数据安全曾理

要严格规范疫情防控码数据采集工作 ,合 理采集痰情防控所

需数据。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使用疫情防控码数据 ,疫 情结

束后要按规定销毁或要善处置。要采取数据加密等手段防止数据

泄露,加 强对各类疫情防控码的安全检测评估 ,对 不符合安全防护

要求的立即整改,需 下线的马上关倬。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

数据安全管理贵任落实,严 防数据泄漏 ,禁 止第三方平台留存用户

隐私数据。要严防违法利用数据 ,防 止不法分子利用痰情防控码

数据进行违法犯罪,防 范i蕊 过恶意扫码进行数据窃取。公安机关

要加大对窃取、买卖相关个人信息行为的查处力度。(申 央网信

办、公安部会同有芙部门牵头,各地区各有荚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

五、为群众出行提供便捷服务倮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
“
健康码

”
全国互通至认、

“
一码

通行
”
要求,做 到凭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

“
无

异常
”
信息或各地健康码

“
绿码

”
即可通行 ,不 需再盥复出示其他疲

情防控码。机场、车站、商场等人流蠹太的场所 ,不 得要求重复填

写栩关信息,不 得鞯求重复核验各种痰情防控码。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建设完善
“
健康码

”
家人代办、工作人员代查等功能,探 索邋

过绑定社会保障卡、公交卡、公园年粟等方式,切 实为未成年人、老

年人等群体使用
“
健康码

”
出行提供便利。同时,各 地要果取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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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下补充手段,便 利未领取
“
健康码

”
的人群出行。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确保安全前提下,推 动
“
健康码

”
与电子健康卡(码 )、 龟

子社保卡、医保电予凭证等融合发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

六、做好疫侑防控码运行保隙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加 强

疫情防控码相关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和技术防护,加 强疫情防控

码建设管理、运行维护等不同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 ,制 定严格的管

理措施,对 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做 好故障应急处置和信息

通报,持 续强化运行保障,确 保服务平稳高效。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
“
健康码

”
使用的宣传推广 ,通 过服务热线等及时解决使用

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鼓 励社会对各地疫情防控码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确 保有效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 )

肺炎

合 组

(信 息公开形式:不 予公开)

抄邋:中 央网信办秘书局、fsJ务 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工 业和侑息化部、

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商

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辟、市场监絷总局、隘保局、移民局、

铁路局、民航局、国铁集团办公厅(蜜 )。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0年 5月 28日 印发

务

情

国

疫

酝歇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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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对 :赵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