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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据新民晚报 针对市民反映的阳
性感染者所在楼栋出现的消杀不及
时等问题，怎么解决？市疫情防控工
作消杀专班副组长、市住房城乡建设
管理委副主任金晨介绍，3月底启动
预防性消毒专项行动，各区、各条线
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都积极参与到专
项行动中，半个多月以来，全市共出
动680万人次，对包括建筑工地、农贸
市场、交通枢纽、学校、还有垃圾箱
房、公共厕所等共计5万多处场所和
设施开展了预防性消毒。

最近，根据要求本市继续打响
“环境消杀预防战”，再度启动为期半

个月的环境消杀突击行动。这次突
击行动采取聚焦重点和全面覆盖相
结合，主要聚焦三大任务，分别是涉
阳楼栋消杀全覆盖、城市公共环境大
冲洗、持续开展十大重点场所预防性
消杀。

有市民反映，阳性感染者所在楼
栋消杀不及时。这些涉阳楼栋量大面
广，虽然这段时间专业队伍、物业队
伍、社区队伍都在努力开展工作，但仍
存在不到位的地方。为此，在这次涉
阳楼栋消杀全覆盖行动中，各区和街
镇都组建了消杀工作队，针对这些楼
栋内的公共环境消杀进行重点攻坚。

这些队伍中有专业人员，也有许
多志愿者。为了提高这些队伍的操
作能力，本市制作了《社区阳性楼栋
消毒现场操作要点》短视频，编制了
简单易懂的现场操作简明提示，对这
些队伍进行技能培训，同时还进一步
完善了涉阳楼栋消杀流程。发现阳性
感染者后，由街镇消杀队伍及时按照
技术规范针对楼栋公共区域开展重点
消毒。阳性感染者转运后，由专业队
伍开展终末消杀。终末消毒结束后，
环境基本恢复安全，由物业服务企业
恢复每日对楼栋的一般性预防性消
毒，保持楼栋清洁卫生。 ■左妍

据新华每日电讯 新一轮疫情以
来，上海实施高频次的核酸筛查已有
一段时间。从 15 日开始，上海对封
控区、管控区内所有人员进行“抗
原+核酸”组合检测筛查，对防范区
内所有人员进行抗原检测筛查；18
日起到 21 日，封控区连续四天进行
核酸检测。

高频次核酸检测筛查为何有必
要？如何在筛查中防止交叉感染？
如何让核酸检测更便捷、更高效？统
筹下一步复工复产，如何满足核酸检
测常态化需求？……针对近日市民
集中关注和反映的问题，新华社记者
采访了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专家。

一问：高频次核酸检测筛查意义
何在？封控区内为何有必要连续多
日进行核酸检测？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检验实验中心主任高春芳表示，高
频次的核酸检测十分必要。从临床
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来说，任何病原
体感染都具有一定的潜伏期，新冠
病毒也不例外，且潜伏期长短存在
一定个体差异。从检测技术来说，
病毒感染后在人体内有一个增长复
制过程，感染初期病毒载量如果低
于检测下限，阳性难以被发现，这个
时间段就是检测窗口期。“潜伏期+
检测窗口期”使得在感染初期不一
定能够检测到阳性结果。因此，反
复多次检测，可以增加阳性发现几
率，及时发现阳性。

同时，由于呼吸道病原体的采样
主要采用咽拭子、鼻拭子、鼻+咽拭子
几种形式，取样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
一定取样差异。这种差异包括采样
部位、深浅、采集的分泌物量的多少
等。因此，重复多次采样检测可弥补

采样误差可能带来的假阴性影响。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主任胡晓

波表示，具体到社区筛查中，当社区
完成一轮核酸筛查之后，通常病毒载
量较高的感染者能被筛查出来，但也
有部分病毒载量较低的感染者，会在
初期呈现核酸阴性结果，只有等到他
们体内病毒复制越来越多的时候，
才能通过检测将其发现。后者如果
不能被及时发现，就可能成为社区
中的潜在传播者。所以，需要通过
连续多次多轮的核酸筛查，尽早动
态发现阳性感染者，尽快实现社会
面动态清零。

二问：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中，
如何防止交叉感染？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
清表示，在大规模筛查的资源配
置、利用和调度组织上，目前上海
已组织各街镇、社区合理设置采样
点，尽量做好居民的组织发动，很
多地区都采取了包括“不叫不动、
叫了再动”“该上门的上门、该下楼
的下楼”“分门栋、分时段、分批次”
等一系列组织方法。同时，引导居
民在参与检测过程中严格遵守“2
米线”间距、戴口罩、不交流，避免
交叉感染。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
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耶鲁大学
卫生政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
大海表示，通过优化核酸检测的方式
方法，分时段、分批次组织居民有序
参加核酸检测，减少人群聚集，可以
有效防止交叉感染。

三问：如何让大规模核酸检测更
便捷、更高效？

在采样力量上，上海已要求各区
通过网格化排查，摸清筛查区域内的

实有人口数量，合理配置采样医护人
员。以4月16日为例，上海共投入了
近 2.5 万名采样医护人员，其中包含
了来自苏浙皖等地的1.2万余名援沪
医护人员。在兄弟省市的支持帮助
下，连日来的大规模核酸筛查已按时
按量完成。

在检测力量上，一方面，上海市
通过快速新气膜实验室、移动核酸检
测车等方式，增强了核酸检测能力；
另一方面，上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的协调帮助下，通过接受外
省市援建、向兄弟城市送样等方式，
进一步增强了检测能力。

目前，上海市单日最大检测能力
达到近500万管，同时配置了2000余
辆样本转运车，加快样本转运速度。

四问：统筹下一步复工复产工
作，如何满足核酸检测常态化需求？

吴清说，当前上海正根据区域人
口密度、功能定位等，规划布局“固定
采样点+便民采样点+流动采样点”
相结合的核酸检测方式，统筹常态化
采样点设置。

固定采样点以上海市现有约200
个医疗机构为主；便民采样点主要是
借鉴“书报亭”等形式设置；流动采样
点主要是借鉴“早餐车”的形式，通过
设置采样方舱、移动采样车等形式提
高机动性、流动性。

固定、便民、流动等采样点的设
施，将主要设在居民区、交通场站
（如地铁口、公交站台、机场、港口、
高铁、汽车站等）、CBD 园区等办公
区域、大型建筑工地、学校、大型商
超、医药店等周边。对于人流比较
多的地方，尽量选择在空旷、通风条
件比较好，相对独立的场地设置。

■袁全 胡洁菲

四问上海高频次大规模核酸检测

据解放日报 上海分批实施核酸
筛查以来，“120”急救电话来电量持
续在超高位运行，4 月 6 日来电量更
是高达平时的 12.3 倍，突破历史极
值。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上海
市医疗急救中心优先满足急危重症
患者的用车需求。

那么在疫情期间，市民应当如何
正确呼叫“120”呢？上海市医疗急救
中心给出如下建议。

急危重症患者：对于情况紧急确
需现场急救的病患，请拨打“120”，同
时向社区防控人员申请并联系定点
医院。“120”将优先满足急危重症患
者的呼救，急救人员到现场采取急救
措施后转运至定点医院。

非急危重症患者：病情无须现场
急救的病患，请避免占用“120”救护

车资源。应先向社区防控人员申请
就医。患者应做好个人防护，由防控
人员安排专车或拨打巡游出租车预
约，到联系好的医疗机构就诊。诊疗
结束后由专车闭环送回社区。

有可疑症状患者：近日出现发
热、干咳、鼻塞、流涕、乏力、咽痛、嗅
（味）觉减退症状，以及抗原检测阳性
的人员，请主动上报社区防控人员，
并听从其安排。

确诊患者、密接人员：原地隔离，
听从社区防控人员或属地疾控中心
安排，转运至方舱医院或定点医院。
等待隔离期间确需就医的，由社区防
控人员拨打120并联系好接收的定点
医院。

哪些病情属于急危重症？突发
危重症状主要有 9 种，记住这个口

诀：昏痛喘、气血冷、伤风水，即昏倒、
胸痛、气喘、气道阻塞、严重出血、出
冷汗、严重创伤、中风、溺水等，以及
短时间内原有症状明显加重的情况。

针对病情轻微，无须现场急救的
病患，以及重点人群（包括孕产妇、儿
童以及血透、放化疗患者等）中无特
殊急症的常规就诊者，就医建议由社
区专车或巡游出租汽车转运。

出院回家的患者，如果来自封控
小区，诊疗结束后请联系社区由专车
闭环送回。如果是常规住院康复出
院的，请拨打“962120”。4 月 18 日
起，中心城区各医院出院市民返家，
还可拨打巡游出租汽车预约电话进
行预约，乘车出院的市民需持有医院
开具的出院证明和24小时核酸阴性
报告。 ■侍佳妮

“阳”楼消杀：发现阳性后街镇负责消毒

转运毕后专业队伍终末消杀

急救电话来电量超平日10倍

如何正确呼叫“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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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汤顺佳 毛信慧 高靓

大雨天，失独老夫妻收
到了蔬菜和牛奶——“我们
的愿望就是：快点，再快点，
把生活物资送到居民手中”

切实打通保供“最后一公里”“最
后 100 米”，将生活物资及时送到社
区居民，特别是孤寡老人、残障人士、
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手中，是一道必
答题。

杨浦商贸集团责无旁贷承担起
托底保障任务，并成立突击配送队，
通过“居民下单、分拣配单、专车送
单”的形式，通过各街道、居委会汇总
需求集采集配。

4月13日，长白新村街道一对70
多岁的失独老夫妻发来求助信息，老
两口不会线上买菜，家中已接近断
粮，而且小区居委会被封控无法正常
工作，他们十分焦急和无奈。接单组
一边安抚老人，一边加急安排配送。
接到任务后，配送突击队立即出发，
两位队员顶着大雨，在2小时内将蔬
菜、牛奶等物资筹措到位，并送到老
人手中。

搬运物资本就是重体力活，何况
突击队员们还身着“大白”。浑身上
下被汗水湿透，奋战到半夜，这些都
是家常便饭。

队员们坦言，在配送过程中，遇
到过居民对菜品不满意、无法联系上
收货人等情况。对此，突击队充分做
好应对预案，想方设法满足居民合理
诉求。有一个社区的食用油订单，突
击队员往返三次，最终解决了问题，

得到了居民的感谢和认可。
“我们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快点，

再快点，把生活物资送到居民手中。”
突击队队员顾超说。

为保证配送，杨浦商贸集团自 3
月中旬起，就租用了 4 辆货车并办
理了通行证。根据保供需要，集团
又陆续租用了一批货车。这些车辆
每天搭载着各式物资和突击队员，
穿梭于杨浦的大街小巷，为社区居
民以及医院、学校、养老院等单位送
去“及时雨”。

全区的托底保供任务重，日常周
转的各类物资也愈来愈多。为此，杨
浦商贸集团不仅把集团本部的车库、
库房等全部清空腾出，还把可利用的
凤城菜场、顺平菜场、内江路老厂房
等可利用场地资源全部统筹，用于各
类保供物资的装卸、存储、周转。

考虑到天气日渐炎热，此前腾出
的老库房没有空调，容易导致存放的
蔬菜腐坏，工作组徐进伟立即召集在
岗的几名工程人员，连夜加装空调设
备和地撑板。针对冷藏设备短缺难
题，集团副总经理王德强及时筹措，
设法联系到一家集装箱冷柜厂商，工
作组连夜清理场地和车辆、接通电源
线路，确保了2个集装箱式冷柜到货
后能立即投入使用；此后，又从相关
菜场调集了一批小型冷柜，有力解决
了冷鲜、冷冻食品的存储问题。

“今天又到了一批菜，帮
您送上来了”——互联网企
业的爱心，由居委会干部配
送到家

近日，美团外卖启动社区助老模

式，为更多社区老人集中配送团餐和
助老爱心包，包括成品餐盒、蔬菜、肉
类和部分慢性病特需药，帮助解决其
特需保供问题。4月17日，一批由美
团外卖赠送的助老爱心包就被送达
大桥街道双阳居民区。

记者了解到，每套助老爱心包包
含一份蔬菜包、一份猪肉包，共计200
套。其中，蔬菜包有生菜、黄瓜、洋
葱、胡萝卜、土豆、大葱等6个品种，猪
肉包则包括五花肉和腿肉两种。卸
货完毕后，“大白”们将部分包裹装上
小推车，向居民家中进发。

“唐叔叔，在家吗？我是居委会
的小刘，今天又到了一批菜，帮您送
上来了！”

唐先生今年 73 岁，与老伴二人
一起居住，属于纯老家庭。不会玩
团购，也不会用手机抢菜，他们的
一 日 三 餐 ，成 了 居 委 会 干 部 的 牵
挂。这回，拿到助老爱心包，小刘
就 第 一 时 间 送 到 了 老 两 口 家 中 。

“我们小区封控有段日子了，家里
的储备菜逐渐开始紧张，我们又不
知道怎么‘团菜’，着实有些烦恼。”
唐先生说，“没想到美团提供了爱
心物资，居委会干部还贴心地送上
楼，真的很感动。”

双阳居民区有 9 个小区，居民
6200人，其中近半数超过60周岁，老
龄化程度较高。双阳路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邹成表示，本次的助老爱心
包，无异于雪中送炭。“我们工作人员
优先把这些爱心包赠送给独居老人、
纯老家庭、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非
常感谢企业的爱心配送，让老人们的
三餐无忧。”

小区新来了两位智能
“志愿者”——“最后一百米”
有了“最强助攻”

黑色外壳，方方正正，全身长满
了“眼睛”……最近，浣纱小区新来了
两位“志愿者”，它们电量充足，“精神
饱满”，工作人员熟练地在电子屏上进
行操作，等柜门弹开后，再将公共快递
架上的货物一件件放入其中……

这是两台智能无人车。记者了解
到，它们属于上海理工大学菜鸟驿站，
负责配送校园快递。在得知社区物资
配送“最后100米”的困难后，菜鸟驿站
主动联系校方，提出将这两台无人车
率先运到浣沙小区，予以支援。4月10
日晚，无人车送抵小区，志愿者们参加
了机器操作、消杀等线上培训，学会了
该如何向无人车“投喂”物资。

无人车看起来“小巧玲珑”，但
“肚量”却不小。志愿者冯金海一边
装货，一边告诉记者，一台无人车能
负重约 150 公斤左右，大约能装满近
一个货架的货物。

装完货，设定好路线，无人车就
可以出发了。工作人员介绍，在无人
车启用前，程序员已经在它的“大脑”
建立了小区路线图，每当接收点位指
令后，它即可自行前往目的楼栋。不
过，考虑到小区内有人员走动，车辆
停放密集，因此菜鸟驿站后台依然有
专业人员全程监控车辆行驶，保障现
场运行安全。

依照指示，无人车停在了 3 号楼
前。负责楼内配送的志愿者贺家琏上前
拿取，为居民送货上门。“这样的小车既
可以节省人力，又能降低了交叉感染的
风险，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帮助。”她说。

据悉，浣沙小区常住人口超5000
人，配送体量较大。之前，小区内部
配送主要依靠电瓶车。如今，上理工
菜鸟驿站送来无人车后，它们就成了

“最强助攻”，家门口的“最后一百
米”，实现了智能化管理，破解了民生
物资保供的配送难题。

记者了解到，除了日常配送，无
人车还适用于两种场合。“首先，当我
们需要大批量地向居民集中投放物
资时，无人车可按照预设路线，一次
性将所有物资配送完毕。就比如我
们此前发放过的米面粮油，或药品、
抗原检测试剂等。”志愿者杨明告诉
记者。他的本职工作涉及信息化管
理，因此对这两个“小家伙”，他感到
尤为亲切。“其次，向涉疫楼栋配送急
件，也可使用无人车。减少人员流
动，更为安全。”

“社区有需求，我们义不
容辞”——团区委携手多家
爱心企业，向社区捐赠“消杀
大礼包”

眼下，杨浦各社区内，每天的消

杀工作在如火如荼进行，楼道、门把
手、楼梯扶手、快递包裹……应消尽
消、不留死角。大量的消杀工作急需
充足的消杀物资，杨浦多家爱心企业
联合团区委，向社区一线捐赠了一批
批防疫物资。

10000只N95口罩、200个压力喷
壶、200瓶消毒片、350瓶酒精消毒液、
300瓶免洗手消毒凝胶……4月19日
上午，新江湾城街道政立二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许群玉正在清点上海暖叠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捐赠的消杀物
资。许群玉告诉记者，“这几天，居委
所服务和管理的6个小区均增加了消
杀频次，消毒液用量持续加大。现在
有了这批物资，再加上街道配发的消
杀物资、物业公司自己的余量，以及
居民捐赠的消杀物资，能够维持一段
时间了。我们会更好地做好消杀工
作，为居民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

“社区有需求，我们义不容辞。”
上海暖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姚飞说，叠纸网络作为扎根在杨
浦的企业，一直在关注所在区域的动
态，积极响应团区委号召，根据基层
需求与区域情况量身定制物资支援
方案。叠纸会继续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为防疫贡献力量。

“这批消杀物资来得太及时了。”
日前，上海竞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张华收到了由上海净梧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捐赠的“消杀大礼
包”，并立即分发至公司在四平路街
道所服务的7个小区。

据悉，连日来，上海净梧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已向杨浦多个街道捐
赠了1000瓶消毒液，均已及时发放至
各所需小区。“公司有设备可以生产
消杀用品，但在浦西区域封控前，库
存就已经全部捐赠完，此次是紧急寻
找供应商采购了一批。供应商是第
一批获得保供单位的企业，拥有绿
色通行证，由于目前上海各区对消
杀物资的采购量都较大，我们排队
排了一周才采购到。”公司总经理
王群龙表示，作为杨浦本土企业，
更应尽己所能助力社区抗疫。“公
司还可以提供消杀服务，目前设备
已经到位，待相关事宜协商好后，
便可助力社区环境消杀。等到后
续复工复产，还会持续捐赠，持续
支援抗疫工作。”

这几日，上海博涵公共关系管理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也先后向相关街
道捐赠了大量消杀物资。“一开始，我
们向社区送去了 500 瓶免洗消毒液，
后来听闻社区的消杀物资仍有大量
需求后，又筹集了10箱消毒水送到社
区。”公司相关负责人王雪靖表示，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我们会想尽办
法调集资源，继续支援杨浦的各项防
疫工作。希望大家的生活尽快恢复
如常。”

送菜、送肉、送牛奶、送消杀物资，甚至还“送车”……

企业怎样对社区进行“花式投喂”？
编者按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送菜、送肉、送牛奶、送消杀物资，甚至还“送车”……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疫”中，杨浦区域内各企业对于社区的“花式投喂”可谓动足脑筋、全力以赴。它们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疫”线的“大白”“小蓝”们同向而行，助力打通保供“最后一公里”“最
后100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