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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据新华社 上海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生活物资保障专班（上海市商务委
员会）23日发布通知，要求落实最严
的责任、实施最严的监管、开展最严
的执法和最严的追责，从源头把控保
供食品安全，加强对生活物资保供礼
包供应商的资质资格审定，确保政府
保供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近日，上海出现一些保供物资
涉嫌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问题，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上海要求按照

“四个最严”标准，聚焦重点行业、重
点场所、重点品种，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从严从重从快查处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确保保供生活物资质量和
食品安全。

对于生活物资保供礼包，上海
商务部门实行提级管理，加强对供
应商资质资格审定，一旦发现证照
资质不符合要求的，及时剔除出保
供企业“白名单”，并作为案件线索
进行追查。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保供礼
包抽查核验，抽检合格后方可向市
民发放。发现不符合要求的，立即
通报商务部门，一律不得向市民发
放。发放组织者承担食品安全管理
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强食

品采购、运输、贮存和发放过程食品
安全管理。通过明确有关各方责
任，切实把好保供礼包的来源关、品
种关、质量关。对于捐赠生活物资，
接受捐赠的区、街镇和单位，要加强
运输、分装、配送等各环节的管理，
确保质量安全，各区市场监管部门
主动开展监管，发现不合格的要妥
善处置。

此外，上海要求各区和街镇畅通
保供服务热线，主动接受市民对礼包
发放和受捐生活物资的监督，对涉及
的舆情，要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和市民担忧。 ■周蕊

据文汇报 连日来，在长三角各
地的港口、码头、船舶上，都能看到
水运人忙碌的身影。面对严峻的
疫情形势，沪、苏、浙、皖三省一市
始终坚持港航一体化协同工作，同
心战“疫”。上海组合港各单位一
方面因地制宜、科学管控，严控疫
情通过水路运输传播蔓延；另一方
面，通力协作，协力破解堵点难点
问题，统筹保障水路畅通，为实现

“民生托底、货运畅通、产业循环”
提供坚实保障。

“陆改水”保物资运输
近日，安徽江淮汽车集团公路

运输无法发运，了解到该情况后，安
徽省港航集团紧急开辟合肥—上海
河海联运水运新通道，通过“陆改
水”直达航线将首批385辆江淮汽车
顺利发运上海港，解决了客户的燃
眉之急。

因疫情长三角公路运输受阻，部
分企业生产物资运输遇到困难的情
况下，长三角港航在长江沿线各港口
开通“陆改水”服务，优先保障防疫物
资和重要生产、民生物资运输。

上港集团近日推出“集装箱陆改
水”服务，优化上海港集疏运体系，缓
解上海港公路运输资源紧缺压力；江
苏太仓港发挥与上海港战略合作优
势，进一步畅通两港水上快速通道，

推动苏州企业集装箱由公路集卡直
运上海港改为在太仓港水路中转上
海港。目前，沪太两港水上快速通道
在两地享受最优的靠泊待遇和最低
的收费标准，极大降低了水运中转成
本；中远海运充分利用江海联运资
源，在长江沿线开通“陆改水”服务，
既保障防疫物资和重要民生物资运
输，也为外贸出口打通了内陆运输
物流阻滞。目前，南京、扬州、张家
港、徐州等地到上海实现了水路“天
天班”。

据了解，《关于协同推进长三角
港航一体化发展六大行动方案》实施
三年多来，长三角地区港航管理部门
协同推进内河高等级航道网建设，织
密航道网络。特殊时期，长三角地区
密集的航道网络，有力支撑了“陆改
水”供应链的畅通，将沿河沿江地区
的大量物资通过水路运输调运交易、
走向世界。

保障海运口岸安全畅通
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巨

大考验，上海组合港各港航单位
履职尽责，全力保障上海海运口
岸安全畅通，并积极畅通货物运
输生命线。

中远海运与上港集团等港航单
位加强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建立应急
指挥机制，通力协作做好保障；上海

港引航站 200 多名一线专班引航员
持续奋战在一线，强化与长江引航
中心的对接，尽力满足上海港及长
江沿线码头船舶引航需求，服务港
口生产。

上海海事局积极畅通船舶登记
办理线上服务渠道，申请人可 24 小
时在线申办船舶登记业务，全流程网
上流转、不见面审批。此外，还积极
推行信用承诺制，以及集容缺受理、
先办后补、跟踪闭环于一体的船舶登
记“远程办”模式，全力以赴助企纾
困，自本轮封控以来，海事部门已远
程办理船舶登记业务70余艘次。

为解决上海港水域往来船舶船
员核酸检测的难题，长三角内河航道
已迅速建起多个核酸检测站，浦东海
事局主动联系医院与“海巡0102”轮
联合组建“水上移动核酸检测服务
站”，为辖区流动船员提供紧急核酸
检测服务。

集卡运输事关物流链供应链畅
通。日前，上港集团依托大数据平
台紧急开发启用《上港集团防疫通
行证》，并已在长三角地区互通互
认，该平台可生成电子防疫通行证
供驾驶员在手机端使用，显著提升
集装箱车辆物流周转效率。为更好
满足集卡司机的基本生活需求，上
海港在 8 个集装箱码头出口道口处
免费发放盒饭。 ■周渊

“陆改水”，优先保障防疫物资和重要生产、民生物资运输

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守住物流生命线

据解放日报 近日，上海辟谣平
台澄清数条“家里喷酒精消毒，使用
不当导致火灾”的传言。虽然相关事
件的起火原因与喷洒酒精无关，但使
用酒精、消毒液时确实要当心，不合
理的消毒方式不仅起不到杀灭病毒
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对身体或环境造
成危害。

上海辟谣平台总结了几个居家
消毒要点，建议科学消毒。

1、不要往下水道投消毒片
上海市环境整治消杀工作专班、

市爱卫办 22 日发出消毒提示，提醒
广大市民日常居家消毒应以清洁为
主，消毒为辅，居家优先使用阳光暴
晒、热力等物理消毒方法。日常勤开
窗通风，推荐持续开窗通风。消毒剂
应按照使用说明书，根据不同消毒对
象，配制合适浓度，以适当的消毒方
法开展。不要随意加大消毒用药剂
量，尤其是不要随意往下水道倒消毒
液、投消毒片。

2、室内不可喷洒酒精消毒
室内使用酒精时，要避免采用

喷洒式消毒方式。酒精具有易燃
性，喷出来的酒精和空气混合后，
比液体酒精更容易燃烧。60%的酒
精闪火点只有 23 度，在衣服有静电
的情况下就更危险。而且酒精蒸
发速率快，喷洒消毒中，酒精同物
体表面接触时间短，达不到良好的
消毒作用。

使用酒精时必须远离明火和高
温热源；禁止用于开关、插座等有火
灾隐患的地方；若要对电器表面消
毒，应先关闭电源，待电器冷却后再
消毒，否则可能引起爆燃。

3、消毒剂浓度不能过高或过低
有人认为，消毒剂浓度越高，消

毒灭菌的效果越好，事实并非如此。
消 毒 用 酒 精 的 浓 度 应 该 在
70%-75%，酒精浓度过高，反而不利
于酒精向病原体内部渗透，达不到消
毒作用。

市售消毒剂应按照产品使用
说明进行稀释后使用。以含有效
成分浓度 5%的 84 消毒剂为例，1
升水兑 10 毫升消毒剂，配制成使

用浓度 500mg/L 的消毒液后方可
使用。上海疾控建议，市民可选用
以下几种消毒剂：250-500mg/L 含
氯消毒液、100-250mg/L 二氧化氯
消毒液、1%-3%过氧化氢，或者其
他标明可消毒物体表面的合格消
毒剂。

高浓度消毒液腐蚀性、刺激性
等相对较大，浓度过高可能会对人
的口腔、呼吸道、肺部等部位造成
刺激，甚至有引发器官、组织受损
的风险。

4、消毒剂作用时间不宜过长，也
不宜过短

“有效浓度+作用时间=有效消
毒。”消毒剂需要有一定的作用时间，
才能达到消毒效果，不能刚用完就擦
掉。以酒精为例，浓度 60%以上，作
用时间 30 秒以上，才能达到消毒效
果。如果有人用一小块酒精湿巾，擦
很大一片地方，酒精很快就干了，作
用时间不够，就是无效消毒。其余消
毒剂的具体作用时间可仔细阅读产
品使用说明。 ■白璐

加强对供应商资质资格审定
市纪委监委部署对保供物资采购发放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居家消毒须科学规范
不要往下水道倒消毒液、投消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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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一件件不平凡的事——

“永远记得这段邻里相助的温暖时光”
编者按

“疫情终究会过去，我相信渡过难关的上海人民，一定会永远记得这段邻里相助的温暖
时光。”这句话出自鞍山路310弄的一位居民。

在艰难时刻守望相助，远亲不如近邻。团结、互助、同理心与真诚的善意，穿越疫情带来
的“冰层”，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带给人信心与希望。这些，都是在这个春天，发生在平
凡人身上的，一件件不平凡的事。

■汤顺佳 高靓 宗禾

“买菜三人组”扛起了整
个楼组的“菜篮子”——“大
家都是邻居，互相帮一帮，搭
把手”

“住在6楼的阿婆阿公家没菜了，
怎么办？”

“我家有多的，拿去！”
“楼下团购的菜到了，谁去取？”
“我有空，我可以！”
……
金宇名邸小区11号楼住着69户

人家，175位居民。抗疫期间，楼里出
现了一个“买菜三人组”。组员是三
个社区党员：徐芸婷、胡倩秋、徐文
苑。每天，她们通过欣辉居委会的小
区志愿者采购平台，主动帮邻居采购
食品物资，从收集买菜需求，解答生
鲜问题，到跟踪物流订单，开展售后
沟通……有时，她们半夜11点还会接
到居民来电，询问买菜事宜。无论多

晚，她们都会耐心解答。
有居民担心，买菜人数一多，会不

会对三人组造成负担。她们却表示：
“大家都是邻居，谁没个困难的时候。
互相帮一帮，搭把手，日子也就过下去
了。”就这样，“买菜三人组”扛起了整
个楼组的“菜篮子”。

最近，社区团购成为上海市民采
购生活物资的主要方式。11号楼里，

“我的团长我的团”同样在上演。为避
免交叉感染，所购物资到货后，需要有
人充当“跑腿小哥”，挨家挨户送到门
口。关键时刻，楼里的党员和年轻人
挺身而出，穿上防护服，组成了一支支

“ 消 杀 队 ”，加 入“ 闪 送 团 ”“ 运 输
部”……大家“打配合”，助力物资保供

“最后一百米”。
此外，“关爱老人组”专门负责

与楼里老人一一结对，帮助他们在
网上买药、完成抗原自测，想方设法
为老人排忧解难；医务工作者徐文
苑不仅是“配药专员”，还是“临时掌
上医生”，当群里有老人咨询健康问

题，她都一一耐心解答；越来越多人
主动把酒精、蔬菜、零食等物资拿出
来共享……

这幢楼只是控江路社区无数楼
栋的一个生动缩影，居民们在这个
不同寻常的春天，守望相助，静待
花开。

两把椅子、一套工具，解
决居民的“头”等大事——
“我是一名理发师，就帮大家
免费理发吧”

“好久没有理发了，不知道哪里可
以剪头发。”

“我是一名理发师，如果明天天气
好的话，就帮大家免费理发吧，有需要
的话可以在群里接个龙。”

“真的吗？那真是太棒了。”
……
随着封控时间的延长，不少居民

都有了理发需求。日前，五角场街道
四平路2555弄小区微信群内，大家随
口一提，没想到被热心居民侯波涛放

在了心上。“目前，小区已经被划入防
范区，大家可以有序下楼活动。现在
我无法复工，就想着要不就利用这一
技之长，为邻居们服务，剪个头，大家
也更精神一点。”侯波涛说。

在与居委会报备并得到肯定回复
后，4月18日，两把椅子、一套工具，侯
波涛在小区的空地上搭起了台子，解
决疫情期间居民们的“头”等大事。

尽管小区是防范区，但理发的全
程都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现场，居民
们戴好口罩自觉间隔两米，有序排
队。由于群内接龙的居民不少，小区
的志愿者们也赶来帮忙，每剪完一人
次及时对理发区域进行消毒；随后，再
在微信群内“叫号”，同时维持现场秩
序，将排队居民控制在3人以内，保持
安全距离。“手艺真不错，清爽了不少，
心情也好了。”理完发，一位居民表示。

据悉，免费理发服务推出伊始，小
区群里接龙的居民每天达到20余人，
侯波涛原先计划的每天4小时理发时
间往往会超时，但只要居民有需求，他
都会耐心为大家服务。在听闻小区内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急需理发时，侯
波涛主动提出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我去年9月入住这个小区，邻里
关系一直都很好，此次疫情期间，大家
也是互帮互助。前几日，楼栋里有个
邻居给大家捐了不少馒头，这件事特
别触动我。”侯波涛说，“从事理发行业
8 年，能用自己所长为抗击疫情做点
小事，邻居们也对我很肯定，我感觉挺
有意义的。”

像这样的温暖之举，在四平路
2555 弄小区还有很多。“小区有一
支非常给力的志愿者团队，他们主
动包揽了发放抗原、物资，组织核
酸检测，楼栋管理，关爱老年人，快
递消杀，清运垃圾等大小事；小区
也有一群非常有爱的居民，他们以
物换物，邻里互助。防疫不防爱，
我们一起努力，期待上海的春天尽
快到来。”五角场街道蓝天居委会
干部孙雅蓉说。

志愿者团队收到了一个
“特殊订单”——“我们想把
鸡蛋送给需要帮助的独居
老人”

近日，正在鞍山路 310 弄居民区
大门口进行团购保障服务的志愿者团
队，收到了一个“特殊订单”。“我们想
把鸡蛋送给小区里需要帮助的独居老
人。”两位年轻的小区居民希望志愿者
帮忙一起分发两箱鸡蛋。

19：30，她们穿上防护服，在志
愿者的陪同下，敲响了部分独居老
人的门。

“奶奶，这是我们送给您的鸡蛋。”
“送给我们的？你们是居委会的吗？”
“我们也是业主，特殊时期送您一点物
资。”“谢谢侬小姑娘，这太不好意思
了，我付钱给你吧！”受赠老人感动不
已，并提出付款，捐赠者则婉拒了这份
好意。

爱心鸡蛋的捐赠人是在校大学
生，她的同伴也是刚刚步入社会的职
场新人。她们的善举，在这个特殊时
期如一股暖流，安抚了居民们的心。

如此场景在鞍山路310弄居民区
比比皆是：党员身先士卒争做“攻坚先
锋”，团员青年和广大群众积极作为，
纷纷主动请缨、勇挑重担，协助开展核
酸检测、分发生活物资和抗原检测试
剂等工作，保障居民在疫情防控期间
的基本生活需求；多方协调，解决社区
居民“采购难”“配药难”等实际问题。

他们中的不少志愿者，白天穿上
“大白”奋战在抗疫一线，晚上回到家
中还为小区居民联系订购物资，夜以
继日，全心全意助力物资配送的“最后
一百米”。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的居民，
也会时常关心身边的独居老人，让老
人感受邻里之间的温暖。

“以物换物”爱心角助力
“疫情疗愈”——“缺啥在群
里先吼一声”

近日，长白新城小区 13 号楼的
“爱心角”在社区“声名鹊起”。

居民小赵是这个“爱心角”的“创
始人”。“起初，我把一箱消杀好的可乐
和一瓶消毒水拿出来，然后在微信群
里通知邻居们有需要可以自取。”令小
赵惊喜的是，邻居们取走可乐后留下
了汤料、面包等物资。第一次尝试后，
大家爱上了这种以物换物的互助方
式。一位楼内居民表示：“楼内互换互
助可以减少团购，既减轻运输压力又
降低感染风险，还增进了我们邻里关
系，何乐而不为？”

“缺啥在群里先吼一声。”一位居
民在楼组群内求葱，不到 5 分钟就得
到了响应，很快一把青葱出现在了“爱
心角”，供有需要的居民“自取”。为保
证“以物换物”爱心角安全运营，大家
纷纷自觉遵守“一物两消杀”规则，即
物品放进去之前要进行一次全面消
毒，居民取用所需物品前对该物品再
次全面消毒。

这个临时建起的“爱心角”，成了
特殊时期居民守望相助的窗口，也成
了发挥基层自治力量的舞台。无论
是油盐酱醋的“以物换物”，还是哪家
孩子要打印试卷的“江湖救急”，都在
群友们的“动动手指”中，找到了“最
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