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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如何应对变异毒株 保持如常生活
据解放日报 上海正面临“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双重压力，近几日无症
状感染者增加。面对狡猾的奥密克戎
变异株，市民该如何有效应对，尽最大
可能如常工作与生活？记者就此采访
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上
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上海市
疾控中心传防所消毒与感染控制科主
任朱仁义、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
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教授李聪。

4类隔离管控
问：集中隔离及健康监测管理

“14+7”“14”“7+7”“2+12”分别是什么？
答：目前上海针对确诊病例、无症

状感染者的密接，实行“14+7”（14天
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次密接实
行14天集中隔离，高筛（高危筛查对
象）根据实际情况分为“7+7”（7天集
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2+12”（2次
全员核酸，如全部阴性实行12天居家
自我监测）。如市民所在社区需要筛
查，请根据安排和指引有序前往检测
点，等候期间佩戴口罩，保持距离。

问：上海部分医疗机构配合流调
暂停医疗服务，市民该如何有序就诊？

答：上海部分医院有过管控经
验，一旦就诊中被管控，医院会为在
院患者做好医疗保障服务，保证医疗
安全；部分门诊患者或有特殊治疗需
求的患者，将被分流至其他院区或医
院；部分医院通过增加服务容量，调
整服务时间，以满足就医需求。此
外，上海各医院互联网医院照常运
行，复诊患者可登录官网、官微等渠

道，满足就诊需求。
问：市民收到疾控流调电话，该

怎么办？
答：流调是疾控人员针对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聚
集性疫情开展的一种现场调查。这
段时间，市民接到流调电话后，请积
极配合，向流调人员提供真实、详细
的信息。

出行注意自我防护
问：电梯是密闭空间，疫情期间

乘坐电梯应注意哪些？
答：戴口罩，避拥挤；少触摸，保

距离；勤洗手，讲卫生；走楼梯，强身
体；勤消毒，常通风。

等候电梯时，遵守乘梯秩序，站
立厅门两侧，不要直接面对面接触
其他乘客。电梯轿厢内人多时，请
等待下一趟，错峰搭乘。发现其他
等候者有咳嗽等症状时，避免同乘。

问：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安全乘坐
地铁？

答：乘坐地铁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主动配合车站测温检查；尽量使用“扫
码过闸”等无接触式乘车；分散候车，
不扎堆上下车；错峰出行、降低风险。

问：近期有超市被列为中风险地
区，外出购物注意啥？

答：市民要尽量错开购物高峰，
避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如确有
需要，需规范佩戴口罩，根据鼻梁形
状调整鼻夹和系带松紧度，确保密
合。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或
使用免洗手消毒液保持手部卫生，不

摸眼、口、鼻。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购物、排队时要注意与他人保持1米
以上社交距离。

勿忘日常生活消毒
问：疫情防控期间，怎么接收快

递才安全？
答：收发快递时要佩戴口罩，尽

量减少接触交流；尽量不要用手直接
碰触。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
装不要拿回家中；避免用不清洁的手
触碰口、眼和鼻。

问：冷链食品可能携带新冠病
毒，如何安全处理？

答：处理冷链食品时，要正确佩戴
一次性医用口罩和手套，如有必要可
佩戴护目镜及防水围裙。避免大力
劈、剁等切割方式，不要在水龙头下直
接冲洗，防止水花喷溅。烹饪环节，要
烧熟煮透，避免生吃、半生吃、酒泡、醋
泡或盐腌后直接食用冷链海鲜食品。

处理完冷链食品后，所用容器、厨
具、刀具和砧板等应单独放置并及时
清洗、消毒，餐炊具推荐高温煮沸。一
切完毕应使用流动水，涂抹肥皂或洗
手液，按照“六步洗手法”清洗双手，未
清洁的双手不要碰口、鼻、眼等部位。

问：担心不小心将新冠病毒带回
家，居家该如何消毒？

答：可用浓度为75%的酒精擦拭
从室外带回的物品，能有效杀灭新冠
病毒，也可在室内少量喷洒浓度低于
75%的酒精，但要避开点火源、避免在
相对密闭的较小空间内大量使用。

■顾泳 黄杨子 侍佳妮

据文汇报 在 3 月 7 日举行的上
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针
对近期无症状感染者较多、本市对无
症状感染者及其密接如何管控、他们
是否有传播风险等民众关切，市卫健
委主任邬惊雷回应称，无症状感染者

“较多出现”一是因为奥密克戎变异
株的自身特点，造成许多感染者表现
为无症状；二是大规模人群接种疫
苗，人群免疫力增强，无症状感染者
比例也会上升。

无症状感染者，即没有咽痛、发
烧、乏力、干咳、嗅觉减退等临床症
状，无CT影像学特征表现，但新冠核
酸检测为阳性。邬惊雷称，本市判定
无症状感染者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进行的，一旦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进行 14 天隔离医学观察，且连续两
次核酸检测阴性，才可解除隔离医学
观察，随后再按要求进行 14 天隔离
健康观察。

邬惊雷称，无症状感染者同样具
有传染性，因此根据国家有关要求，
对无症状感染者同样要进行密接者、
次密接、高风险人群的筛查及相应场
所管控措施。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管

控和筛查措施与确诊患者是一样的。
近期，上海入境人员检出异常情

况依旧处在高位，就如何加强集中隔
离点管理、将“外防输入”风险降到最
低，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称，落实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体部署，本市对入境来沪人
员严格落实14 天的集中隔离和7 天
健康监测管理。

曾群还谈到，本市对隔离点工作
人员加强管理，要求工作期间落实集
中住宿、封闭管理；工作结束后严格
实行7天集中隔离观察和7天居家健
康监测，其间按规定开展核酸检测；
要求工作人员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工
作期间实行2天1次的高频率核酸检
测；全员持续开展培训，确保熟练掌
握个人防护和相关防疫要求。

就市民较关心的个别区域本来
短期管控排查、此后日期延长情况，
邬惊雷回应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本市根
据管控对象的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环境检测结果等对相关人员
和场所综合判断得出具体排查管控

措施，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一般先启动
2天闭环管理，但管理过程中可能情
况会有变，一旦管控人员核酸检测结
果出现异常，所在场所和涉及的人员
可能需要调整，要进行“提级管理”。

“不同情况导致涉及场所和管控
人员需要相应延长管控时间，的确会
对市民的生活造成影响，但在疫情防
控的背景下，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健
康负责。”邬惊雷说：“两年多疫情，确
实因为防控需要给民众的生活、工
作、学习带来影响，在此，我们要特别
感谢市民朋友，因为你们的理解、你
们的支持，因为你们的科学态度和大
力配合，才使得上海这座这么大型的
城市、这么人流量多的城市，总体上
生活、学习、工作还处在一个比较正
常的状态。这是防疫工作者、各相关
部门、社会工作者和全体市民一起共
同努力才有的结果，借此机会再次感
谢市民朋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
理解。”

就近期一些市民因筛查暂时不能去
上班、要开具相关证明，曾群介绍，有需要
的市民，可就近向居住地的居村委会申
请，由居村委会统一提供。 ■唐闻佳

据新民晚报 近期排查的场所比
较多，如果市民接到流调人员的电话，
应该如何配合？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
寰宇表示，流调的目的就是有效控制
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实现病例早发
现、早报告。希望大家在接到流调电
话后积极配合，向流调人员提供真实、
详细的信息，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
健康负责，让密切接触者尽快得到排
查，使患者尽快得到救治，更是防止更

多人感染的一个关键措施。
吴寰宇说，当然，疾控人员也会

保护被调查对象的个人隐私信息，市
民可安心予以配合。

吴寰宇特别提醒，积极配合流调
工作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
需履行的法律责任。大家在接受流
调排查时要尽量非常详细还原，不能
光挑重点。细节对流调的排摸和找
线索、找交叉点非常重要。另外，如

果大家所在的社区需要进行筛查时，
请根据安排和指引有序前往检测点，
等候期间佩戴口罩，保持距离。

市疾控中心建议，大家及时关注
新闻发布的病例信息和活动轨迹，进
行自我核对，如发现曾在相近时间去
过病例出现过的公共场所，应进一步
加强自我健康监测，及时联系配合疾
控人员，做好相关流调排查工作。

■左妍

为何近日无症状感染者增多
本市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管控和筛查措施与确诊患者一致

接流调电话如何配合？

市疾控：要详细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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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顺佳 成佳佳 宗禾

开工大吉！今年就能住
上电梯房——“悬空老人”上
上下下不再愁

“开工大吉，一切顺利！”日前，沧
州路180弄4号楼楼下一片欢腾。这
栋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终于
迎来了加装电梯的春天。

居住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人们的生活质量。记者了解到，4 号
楼房型为一梯四户，共六层，住着 24
户人家。近 40 年来，房龄老了，住在
里面的居民也年岁渐长，上下楼对他
们来说成了负担。

住在五楼的徐先生感慨最深。今
年 68 岁的他，前些年腰部生疾，走起
路来常伴有疼痛，光是走下五楼，就要
耗费十分钟。为此，他近乎成了悬空
老人。“就因为这几级台阶，我甚至产
生了换房的念头，”徐先生说，“这次加
梯顺利开工，我又能继续住在熟悉的
房子里，美梦成真！”

让楼内居民实现加梯梦的想法，
萌生于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家
住六楼的4号楼楼组长施如康对加装
电梯事宜有了初步了解。深受爬楼之
苦的他考虑到其他居民也反映过类似
问题，便张罗起来。咨询过街道与居
委会相关负责人后，施如康了解了加
装电梯的前期准备步骤，并着手筹备

所需材料。
随后，施如康自发组织了一支加

装电梯工作小组，他当带头人，每位成
员分工明确：开银行账户、管账的，准
备文件、跑腿咨询……然而最大的难
题，卡在了意见征询这一步。“百姓百
姓，百条心。每个人情况不同，想法不
同，很正常。”施如康说，“这里是老旧
小区，许多房屋都被租出去了，房东又
早已搬离杨浦，联系起来有困难。想
办法联系上了，有些人很配合，但有的
只表示支持，不愿意出资，因为他们年
轻，不住在这里，用不上电梯。”

要逐一说服居民同意加梯，并非
易事。好在施如康与邻居关系融洽，
一次次上门走访，一次次电话联络，终
于把事办成了。家住102室的陈奶奶
在意见征询时第一个就签了字，“楼上
那么多老邻居整日爬上爬下，很辛苦，
我们都看在眼里。既然现在政府有了
好政策，邻居们又态度很热情，忙前忙
后，那我当然要全力支持。”

当然，老房加梯，除了要居民同意
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楼栋的
先天条件是否符合加梯标准。好在，4
号楼没有这个烦恼。根据设计方案，
电梯可直接加装在旧有的铁门外，且
能实现平层入户。上海诠胜加梯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涛告诉记者，加梯
的顺利程度，与小区本身的三个因素
有直接关系：房屋结构、小区通道和绿
化面积、地下管线。“如果这三方面都

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小区楼栋就天
然适合加装电梯。”

当天，小区居委会还与上海诠胜
加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党建共建协
议。黄涛表示，在优质硬件条件的基
础上，沧州路 180 弄有望成为控江路
街道首个成片加梯小区。“已经有三个
居民楼通过意见征询了，也签约了，还
有十多个楼栋正在征询中，因此成片
加梯的希望很大。”

据悉，4 号楼加装电梯工程预计
将于今年5月完工。

闲置地下室重见天日——
疏堵结合，非机动车停放、充
电不再犯难

经过三个月的修缮改建，日前，延
吉新村街道台益公寓333号大楼长期
闲置的地下空间已被改造为非机动车
停车库，并且安装了智能充电装置，彻
底杜绝了居民室内充电、飞线充电现
象。随着非机动车车库的开放，居民
们不约而同地将有限的地面空间让给
私家车停放，匀出更开阔的通行空间，
小区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记者了解到，台益公寓里的两栋
大楼在建造之初都规划有地下室，原
本可满足居民非机动车停车充电需
求。但其中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因距离
小区大门相对较远，且没有坡道供居
民下车推行，逐渐丧失了“人气”沦为

“堆场”。而另一栋楼的地下室则因车

位有限，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严重，
不少居民铤而走险选择室内充电、飞
线充电……

松花江路居委会主任金敏介绍，
居民区“三驾马车”为规范非机动车
的停放、充电问题开展过多次宣传倡
导整治，但收效甚微。“我们意识到，
必须疏堵结合，为居民提供安全便利
的停车环境，才能让他们自觉自愿下
楼充电。”

去年 10 月，台益公寓非机动车
车库改造项目正式提上日程。清理
堆场、规划车位、加装设备、改建坡
道……在居民区“三驾马车”的密切
配合下，尘封多年的地下室重见天日。

台益公寓业委会李荣兴告诉记
者，改建后的地下室为居民们新增了
60个非机动车车位，加上原有的90个
车位，按照原则上“一家一车位”的配
比，车位只多不少。

据悉，下一步延吉新村街道将争
取在今年的政府消防实事项目中为台
益公寓新改造的车库加装消防喷淋等
安全设施和监控设备，保障地下车库
和整幢大楼的消防安全。

“我们种的不是花，是春
天”——让社区魅力常青，让
居民收获“永不凋谢的浪漫”

挖开泥土，放入植物根茎，埋
土，浇水……上午九点，浣纱四村的
中心花园里，十余位阿姨妈妈正在
花坛边忙着移植新鲜的杜鹃花。记
者了解到，她们来自社区志愿服务
队，以美化家园的方式，共度三八妇
女节。二十分钟后，在专业老师的
指导下，花坛中，一朵朵杜鹃花娇艳
欲滴，周围辅以常春藤作为衬托，满
是春天的气息。

“我们种的不是花，是春天”，社区
党员志愿者孙继民说，“能为美丽家园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很高兴。常
春藤有很好的寓意，预示我们小区魅
力常青。”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活动
的开展，是社区自治的成果。此前，居
民们觉得这些花坛空置许久，需要种
些植物，填补空缺，而党员志愿者又乐
于参与社区治理，美化社区。经过讨
论，双方一拍即合。“这次种花活动是
居民们讨论后一致通过的。”浣纱四村
居民区妇联主席赵燕琴说，“我们也想
鼓励女同胞积极参与社区自治，于是
活动成功落地。”

这边种花其乐融融，那边编花不
亦乐乎。

“永不凋谢的奥运之花”是今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场的亮点之
一。“环形起针”“短针”“引拔针”“长
针”……日前，参与编织冬奥会颁奖
花束的“杨浦巧手妈妈”杜兆萍，来到
大桥街道眉州路社区睦邻中心开展
零基础钩花教学。在杜兆萍的指导
下，只见彩色绒线在大家手中左绕右
转，一片片花瓣陆续诞生……参加活
动的女同胞都收获了一份“永不凋谢
的浪漫”。

从加装电梯到打造家门
口的“会客厅”——楼组实现
物理空间和心灵空间的双重
更新

明亮的电梯、人性化的残障人士
通道、摆满绿植的楼道公共区域、精心
设计的温馨“会客厅”……看到这些，
很难想象，这是一栋建造于上世纪90
年代的“老”楼，而这一切真实发生在
长白新村街道延吉东路 131 弄的“先
锋”楼组内。说起楼组的大变化，楼组
长杨晖感慨万千。

2020年，“先锋”楼组启动加装电
梯工程，为方便施工，需要在一楼开一
个边门进出。考虑到施工期间可能会
产生噪音、粉尘，影响到楼组住户的
日常生活，身为楼组长的杨晖主动上
门，挨家挨户征询意见。本以为会费
一番口舌的杨晖，却得到了大家的积
极回应。不仅如此，一楼居民还主动
清理施工留下的堆物，方便其他住户
进出和施工队施工。如今，电梯已经
竣工，楼道环境焕然一新，住户们自
觉承担起保洁任务，大家表示：“加装
电梯来之不易，我们要共同维护楼道
环境整洁。”

完成电梯加装后，楼道硬件设施
焕发新的生机，软件如何跟上？杨晖
下决心将楼道好好“打扮一番”，她自
费购买贴纸、竹叶、玩偶等装饰物，对
楼道进行美化，杨晖的行为感染带动
了其他居民，大家积极为楼道美化出
谋划策。居民们还自发集资粉刷墙
壁，在楼道铺上地砖，喜欢绿植的居民
则拿出家中花卉等为楼道增添绿意。
其中，家住四楼的严阿姨看到楼道内
窗户年久失修，自掏腰包进行更换。
居民们看着楼道一天天“美”起来，心
里乐开了花：“以后访客到这里来参观
我们要收费啦。”这句玩笑话的背后是
居民们对自家楼道满满的自豪感。

楼道之美，不仅“美”在楼道环境
的舒心怡人，还“美”在居民自己动手，
更“美”在邻里之间的友爱和睦。楼道
硬件提升后，杨晖总觉得缺点什么：

“没有电梯前，邻里之间走楼梯遇到会
聊上两句，现在有了电梯，上下楼是方
便了，但大家见面的次数少了，日子久
了，感情就可能变淡了。”在公共区域
打造一个“会客厅”的想法油然而生。
杨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楼组其他居民
后，大家一致赞同。说干就干，大伙群
策群力，决定在一楼公共区域开辟一
个“会客厅”，放上一张桌子，几把椅
子，平日里，居民们有空可以在这里歇
歇脚、聊聊天。“会客厅”成了沟通交
流、增进感情的“小天地”。

从加装电梯到打造家门口的“会
客厅”，“先锋”楼组实现了物理空间和
心灵空间的双重更新，敦亲睦邻、守望
相助的氛围愈加浓厚。据悉，未来，街
道将围绕“城市更新树标杆”的工作主
线，突出“楼道净化、管理量化、心灵美
化”的“三化”标准，进一步发挥基层创
新智慧，打造更多人民城市的“美楼”
样板。

在社区“种春风”“质造”更美好生活
编者按

“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
心、最安心的港湾。”

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础单元，社区生活是否便利，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品质。新时代
的社区，是面向全龄人口的美好生活共同体，每一个社区居民的需求都值得被重视、被满足。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杨浦各社区坚持因地制宜，集众智、出新招，全方位
提升服务水平，以“匠心”为居民“质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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