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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负重前行，他们全力践行责任与担当
编者按
有一句话这样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断深挖潜能，开设“中医康复门诊”，最大程度承接延伸输液；发抗

原、送中药，电话排摸人员信息、关怀独居老人，居委会干部冲在一线，挺到“最后”；民政救助
人又一次顶住压力，维持区救助管理站（未保中心）24小时不间断正常运转。

白衣天使、居委会干部、民政救助人、志愿者……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面对急、难、繁、
险，很多人把自己当成“天选打工人”，用顽强不屈的坚守、患难与共的担当，为居民群众的健
康安全保驾护航。

■宗禾 毛信慧 成佳佳

“家门口的医院”开起了
“中医康复门诊”，输液区域
亮起了“夜灯”

“陈医生，我感染了新冠，现在体
温正常了，但状态不大好。”定海居民
王阿婆拨通了签约家庭医生的电
话。详细了解王阿婆的情况后，医生
建议王阿婆来新冠中医康复特色门
诊看一下，“这边除了可以开具中药
抗疫方，还可以选择中医非药物疗法
进行干预治疗，能够起到加速病程、
缓解症状的效果。”

近日，定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原有基础上，针对部分新冠感染者存
在的咳嗽、咽痛、心慌、乏力、胸闷、关
节痛、呕吐、腹泻、失眠、焦虑、眼痛等
症状，升级设置“新冠中医康复特色门
诊”，通过中药汤剂、针刺、推拿、艾灸、
穴位贴敷等治疗方法，帮助患者更快
康复。目前，当天开的药，下午或第二
天就能取，中心还免费提供代煎药、快
递送药到家等服务。

“其实这个门诊我们从去年 8 月
就开始试点，当时我们派了 2 位医生
去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学习交流，把
好的经验做法和中医方子带回来。”定
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敏珏告诉
记者。之前，中医门诊就诊患者数比
较平稳，日均约 30 人。最近几周，门
诊量激增至近 130 人，热线电话也几
乎被“打爆”，都是居民前来咨询新冠
相关的问题。

对此，医院特色门诊扩展至每周

一至周五开放。医生除了开具清热解
毒，止咳化痰、清咽利喉等中药抗疫
方，还可以根据情况，配合“呼吸训练、
穴位疗法、有氧训练”等康复技术，有
效缓解患者出现嗅、味觉失灵，肺功能
障碍等不适，尽早恢复身体状态。目
前，杨浦正将这个特色服务逐步在全
区各社区推广。

医生提醒，症状好转之后，除了要
做到保持距离、坚持通风、饮食清淡、
膳食均衡外，还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当
锻炼，可以在康复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呼吸训练及有氧运动训练。

同时，定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
为离杨浦区中心医院最近的社区医
院，继续深挖潜能，最大程度承接医院
的延伸输液，保障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和静脉治疗需要。

上午 9 点左右，输液室内坐满了
人。一方面，医院对输液区域进行重
新规划，统一调度医护人员保障服务
力量，新增输液和氧疗位，将原先3个
氧疗位，增设到13个；另一方面，医院
为发热诊室、输液患者配备足量指氧
仪，并安排医生定时巡查，做好患者血
氧和心率的监测，全力保障群众就医
需求。“这几天在三级医院配药、到我
们这里挂水的患者很多，有的药量大
的，甚至要持续到晚上九、十点。”张敏
珏说。

据悉，目前全区12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全部实施“早8点至晚8点”模
式，一周七天开放。发热诊室增至80
间，输液位增至293个，吸氧位增至54
个，配备心电监护仪21台、指氧仪123
个；384 名家庭医生经强化培训后全

部投入社区救治一线，开通24小时热
线全天候接听服务。

居家办公电话不停，“事
情还是要安排，老人还是要
关心到，不落实‘伐来赛’”

“老王侬现在身体怎么样？有什
么困难吗？”带着浓重鼻音，在办公室
打电话排摸阳性感染老人身体情况
的，是图们路居委会主任叶灵芝。那
时，9名居委会干部已经“倒下”，不等
痊愈，热度一退，叶灵芝立马就回到岗
位，“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这就是我
的责任和使命。”

她将居民区内的感染人员一一拉
进微信联络群，每天，在微信群统计感
染人员的体温情况，并一一查看记录，
对体温较高的居民，她会进一步了解
身体情况、仔细提醒居民相关注意事
项。“就是一种精神吧，支撑着我走下
去。”叶灵芝说。

自诩“天选打工人”的居民区副书
记黄瑛是居委会“挺到最后”的一位。

“12月22号上午就有点不舒服了，但
热度还没发出来。群里感染的居民要
抗原，我就一家家跑，那天要的人还挺
多，发到后面，我已经跑不动了，感觉
走路有点飘。”回到办公室，黄瑛身上
的防护服已经湿透，“整个人都不好
了，下午一下子烧到39度5。”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芳说到这位
“手下爱将”时红了眼眶：“我真的没想
到，黄瑛一个人承担了 9 个人的工作
量。好在最难的时候过去了。如今大
家陆陆续续都已‘阳康’，回到办公室，
继续服务居民。”

“当时的情景呢，就是忙到你没时
间喝水、睡觉。”同样坚守在一线的还
有内江大楼居委会干部奚雯和李杏。

“身边同事在工作中陆续感染，我
负责大楼这块，李杏负责476弄这块，
我们两个人这边要联系感染人员居家
隔离事宜，那边又要电话排摸人员信
息、接听群众来电，真恨不得自己有三
头六臂。”奚雯感慨道。经过一周的紧
张工作，李杏也不幸“中招”，奚雯成了

“独苗”。
为了挑起大梁，奚雯总结出一些

小妙招：“居民打电话过来，大多数都
是咨询居委会有没有药或者抗原之类
的。我就提前把抗原试剂、中药冲剂
等分装好，放在居委会门口，方便居民
前来领取。对于有些腿脚不便的老年
人，我就送到家门口。”

“温度变化大，多注意身体”“做好
自我防护，保持身体健康”“有症状再
吃药”“切勿混搭吃药”……奚雯把一
句句温馨提示专门标注在药品分装袋
上，她还细心地印上了居委会的电话，

“如果有老人遇到困难，可以打电话及
时联系。”

“我以为还能再挺两天，坚持到
‘阳康’的同事们回来。”感染前，安图
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海燕一直坚
守在社区一线，和同事们奔波在小区，
上门送抗原、送中药，嘘寒问暖，尽最
大努力服务居民。感染后，本该静养
的李海燕却放不下手里的工作，居家
休息变成了居家办公，电话没有停过，

“事情还是要安排，老人还是要关心
到，这个不落实‘伐来赛’额。这是我
的责任。”

“张师傅，侬最近身体还好伐，要
注意身体哦”“陈阿姨，买小菜额辰光，
侬记得要戴好 N95 口罩”“没抗原了
是伐，伐要急，吾跟楼组长讲好了，等
一下伊会放到侬门口额”……这样的
电话，每天不知道要打多少，居委会干
部们无论是否感染，都坚守在电话前，
将关爱送达小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
等特殊人群。

24小时“不打烊”，“订
餐人”“逆行人”“保管人”全
力保障

“39 度 2，我也发烧了”，杨浦区
救助管理站（未保中心）食堂最后一
名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病倒。彼时，
站内还有 3 名受助人员和若干名工
作人员，一日三餐成了难题。“工作人
员有能力自己点外卖，但受助人员需
要我们关心，不仅要让他们吃饱，还
要吃得好，在这个特殊时期增强抵抗
力”，站里决定每天提前了解受助人
员第二天想吃什么，然后由值班人员
购买。

“豆浆、茶叶蛋、包子油条、青菜鸡
腿荤素搭配，谢谢你们。”受助人员姚
某对给她送餐的工作人员说。在保障
好饮食的同时，工作人员还每天给受
助人员测量体温，实时掌握他们的身
体健康状况。

近日，一名求助者敲响了救助站
的大门，“老家亲戚病重，我需要立刻
赶回去，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工作人
员立刻查询火车班次，恰巧两小时后
有火车，如果坐地铁赶过去可能来不
及，但站里驾驶员都恰巧出任务了。
刚要下班的一名工作人员得知情况
后，主动申请开车护送这位求助者去

火车站，让她能第一时间赶回老家。
每逢冬季，救助站工作人员总是

放心不下那几名长期露宿人员，坚持
每天去关心他们。

救助站还长期承担着杨浦大部分
抗疫物资的保管和发放工作，哪怕在
人手严重不足时，也尽全力完成好每
一次物资保障任务。

去年12月起，救助站工作人员小
胡便一直驻扎在站内，至今经手了近
50 万件物资的搬运、保管、分发工
作。忙起来的时候，小胡连饭都顾不
上吃，同事们劝他回家休息，他却表
示：“我没感染就多干点活，这样刚刚

‘阳康’的同事就可以少干点，多休息
会儿。”

特殊时期，这群民政救助人又一
次顶住压力，全力保障救助站24小时
不间断正常运转。

常年坚守、及时送服务，
他们的联络群被市民游客的
感谢连连刷屏

协助人群秩序管理、参与应急救
援、宣讲红十字精神……无论严寒还
是酷暑，总有一群身着红十字队服的
志愿者在杨浦滨江沿岸巡视，常常打
卡杨浦滨江的人们对这支团队都不陌
生。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他们更未停
下脚步。

新冠康复期要注意什么？如何科
学合理防治新冠病毒感染？近日，上
海杨浦善馨红十字应急志愿服务队在
杨浦滨江秦皇岛驿站开展《新冠康复
六问六答》健康知识讲座，为市民游客
免费发放宣传资料和抗原检测试剂。

“结合防疫新形势，这支常年坚守在滨
江的红十字应急志愿服务队称得上解
民所需，为民服务。”及时的健康知识
讲座，让服务队的联络群被市民游客
的感谢连连刷屏。

杨浦善馨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善
馨应急救援中心）是一支应急救援的
专业队伍，于2021年经杨浦区红十字
会批准成立。这支团队由退役军人、
教师、律师组成，其中不少人同时还持
有AHA国际急救员证。没有合约、没
有协议，大家都是自愿加入，主动奉献
爱心。

除了向市民游客宣讲红十字急
救理念，深入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宣
讲、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每周，
善馨红十字应急志愿服务队还要组
织队员对滨江沿岸进行巡视，为市民
游客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一位队
员告诉记者，如今杨浦滨江的基础设
施越来越齐全，人气越来越高，每天
有不少游客到这里打卡，不可避免地
会出现一些应急情况，比如儿童戏
水、跑者扭伤擦伤、需要现场急救和
使用 AED 等。“应急事件为我们积累
应急救援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平时
积极开展突发意外事故演习，提升队
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急
处置能力。”

据了解，依托现有杨浦滨江南段
沿线的三个驿站，服务队分别设立“应
急救援服务点”和“城市文明志愿服务
站”。“团队将始终以弘扬红十字人道
文化和理念为目标，积极传播红十字
正能量，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
支持红十字事业。”善馨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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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据新华社 1月8日起，我国对新
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
根据“乙类乙管”及防控措施优化调
整相关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1月7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第十版
防控方案重点做了哪些调整？对疫
苗接种提出哪些工作要求？春节出
行怎样做好防护？

1月8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心
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实施“乙
类乙管”，不是放开不管，而是强调
更加科学、精准、高效做好疫情防
控，更好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
发展。

重点优化调整检测策
略和传染源管理等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司长
雷正龙说，第十版防控方案继续强
调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加强疫苗接种，加强重点场所、
重点人群、重点机构及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工作。

雷正龙介绍，第十版防控方案
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要求加强监测预
警，调整了检测策略和传染源管理，
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社区居民
根据需要“愿检尽检”，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者不再实施隔离措施，实施
分级分类收治，不再判定密切接触
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明确了流
行期间可以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
昭瑞介绍，各地要对不同群体分类
采取抗原和核酸检测策略，社区要
保留足够的便民检测点，倡导有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的群众自行开
展抗原检测，零售药店以及药品网
络销售电商等要供应充足的抗原检
测试剂，满足群众检测需求。

当前新冠病毒还在不断变异，
第十版防控方案也提出要动态监测
新冠病毒变异情况，对此，国家疾控
局监测预警司司长杨峰表示，疫情
防控进入新阶段以来，疾控部门进
一步完善新冠病毒变异监测工作方
案，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加强入境人
员、就诊患者、重点场所和重点人群
的采样送检和测序比对工作。

强调老年人等高风险
人群加强疫苗接种

实施“乙类乙管”后，疫苗接种
仍是一项重要措施。中国疾控中心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第
十版防控方案要求坚持知情、同意、
自愿原则，鼓励3岁以上适龄无接种
禁忌人群应接尽接。对于符合条件
的18岁以上目标人群进行1剂次同
源或序贯加强免疫接种，不可同时
接受同源加强免疫和序贯加强免疫
接种。

“同时，第十版防控方案进一步
强调对于感染高风险人群、60 岁以
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疾病
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在完成第
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满6个月后，可
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王华
庆说，第十版防控方案也提出后续
根据疫苗研发进展和临床试验结
果，进一步完善疫苗接种策略。

针对公众关心的感染新冠病毒
后多久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问题，
王华庆说，如果通过核酸检测和抗
原检测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近期
不建议接种新冠疫苗，一般感染时
间和接种时间间隔不少于 6 个月。
王华庆表示，疫苗要发挥更好作用，
一是要及时，二是要全程。建议各
地在预防接种单位恢复正常工作之
后，及时补种疫苗。

春节出行勿忘做好个人防护
春节期间是人员流动、亲朋好

友聚会的高峰期。专家研判认为，
全国有部分地方疫情流行的高峰期
与春运、春节假期部分重合，春节期
间人员流动大、聚集性活动多，特别
是室内活动增多，将进一步加大疫
情传播风险，也增加疫情防控难度
和复杂性。

“为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
康平安祥和的春节，倡导群众避
免去疫情高流行地区探亲、旅游，
倡导疫情高流行地区群众减少出
行，老年人及有严重基础疾病的
人，应尽量避免出行。”雷正龙表
示，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家庭聚
集性活动，尽量不举办大规模庙
会、大型室内文艺演出、展销等活
动。各地应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和
实际情况，及时发布疫情预警信
息和出行安全提示，指导群众合
理安排出行计划。

常昭瑞提醒，要合理安排出行，
出行前一定要科学规划，了解目的
地疫情情况，尽量错峰出行。要继
续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规律作息、合
理膳食、适量运动、良好心态等健康
生活方式。同时，加强健康监测，密
切关注自身和家人健康状况。

■李恒 田晓航

第十版防控方案重点做了哪些调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据解放日报 针对前期疫情部
分市民群众无法办理车驾管业务
的实际情况，7 日起，上海公安交
管部门推出 9 项便民服务措施，机
动车检验、驾驶证审验等业务可

“延期办”，驾驶证期满换证可“容
缺办”。

驾驶人方面，对在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间，驾驶
证超过 1 年、未满 3 年未换证的，延
后 3 个月将驾驶证调整为“注销可
恢复”状态；驾驶证超过 3 年未换证
的，延后 3 个月将驾驶证调整为“注
销”状态；学习驾驶证明达到有效
期的，统一将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
延长 3 个月。

机动车方面，对在 2022 年 12 月

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达到逾
期检验强制报废期止的，延期3个月
将机动车状态调整为“达到报废标
准”；对原号牌号码保留期限满 2 年
的，使用原号保留期限统一延长3个
月；互联网预选机动车号牌的，统一
将预选号牌号码有效期更新为选号
后的3个月；增加转出车辆核发临时
号牌功能权限，已办理车辆转出业
务，无法在临时号牌到期前到转入
地车管所办理转入手续的，可再申
请1次临时号牌；新车可申请临时号
牌次数由2次调整为3次，每次有效
期15日。

以上延期仅针对逾期未检验报
废日期、逾期未换证注销日期等日
期，对于机动车已超过检验日期、驾

驶证已超过审验换证日期的，仍不可
上道路行驶，避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及相关理赔纠纷。

2023 年 1 月 7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申请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的
（包括转入期满换证），允许申请人
无身体条件证明办理期满换证业
务，身体条件证明可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补交。在此期间，互联网交
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同步开启“容
缺办”功能，方便群众网上办理相
关业务。此外，本市 2022 年 3 月 21
日至 7 月 21 日期间，曾推出过“容
缺办”政策，当时要求身体条件证
明应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补交，
本次政策一并延长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补交。 ■邬林桦

为持续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坚决防止违规校外培训加重学生课外负担，
宁夏近日印发有关通知，从严查处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持续强化非学科类培训

监管等八个方面部署要求各市、县（区）认真做好2023年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治理工作。 ■新华社 朱慧卿

寒假校外培训治理

据解放日报上海市绿色出行一
体化平台“随申行”App已在各大应
用商城上架，近日启动 2.0 试运营。
记者4日从随申行方面获悉，新版本
拓展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市内出行
方式，以及一键拖车等服务，实现航
空、铁路、轮船等数据及功能接入，
为市民出行带来便捷体验。

“顺应城市智慧交通发展，随申
行2.0已实现网约车功能拓展。通过
与上汽集团旗下享道出行合作，实
现优质网约车车辆资源整合。”随申
行方面介绍，平台新增“共享单车”
服务功能，市民只需在“随申行”App
上点击“扫一扫”功能，即可扫描共
享单车平台的车辆并同步开锁。

目前，2.0试行版率先与“哈啰单
车”达成合作，未来还将陆续接通美
团单车、青桔单车、永安行（临港区
域）等单车平台。

记者注意到，新版 App“智能推
荐”开启出行解决方案交叉推荐，乘

客可减少切换App的烦恼。如有市
民规划从宜山路回家的出行方式
时，平台智能推荐“地铁+共享单车”
的组合出行方式，在当前界面即可
打开“乘车码”，乘坐地铁通行，并可
在不切换界面的情况下，点击“扫单
车”开启骑行之旅。

除上海市内出行服务之外，“随
申行”2.0还可为市民提供跨省出行
服务。接入运力包括：长途客运、轮
船、飞机、铁路。在到来的春运中，
市民使用“随申行”，不仅可以查询
航班、车次等信息，还可以实现车/
机/船票从购买到出行的完整体验。

面向有车一族，在 1.0 版本实
现驾车导航、停车预约服务的基
础上，2.0 版推出拖车救援服务功
能。在“上海停车”板块，新版上
线 ETC 无感支付功能，可以帮助
解决车主缴费不便和排队问题，
还能方便车主进出车库，提升车
辆进出效率。 ■束涵

据解放日报 距离农历春节不到
半个月，记者从新雅粤菜馆、绿波
廊、王宝和等老字号了解到，除夕夜
当天的年夜饭堂吃基本售罄，在家
也有满满过年仪式感的半成品年夜
饭热销。

新雅粤菜馆门前，迎新氛围非常
浓郁。新雅今年共推出27款年礼套
餐、百余款年味单品，受到热捧。以

“家宴礼盒 2698 型套餐”为例，有酱
卤牛肉、糖醋排骨、浓汤花胶鸡、招牌
滑虾仁、黄油芝士帝王蟹、黑松露香
煎澳洲牛排、血糯米八宝饭等冷菜、
热菜、汤品、点心，共19道风味。

新雅负责人表示，家宴的特色在
“锁鲜升级，便捷升级”——新鲜在于
食材都是每日新鲜供应到恒温中央
厨房，进行消杀工作后进行专业清
洗，连夜打包清晨配送到南京东路总
店，全程生鲜冷链配送；便捷在于大

厨挑选了家庭不易操作的菜品、需长
时间煲制的汤品，加热即可还原现烧
现煲口感，同时每个套餐都配备烹饪
教程，精确到冷菜切配、热菜热锅冷
油、佳点蒸制油炸，无论是灶台老手，
还是新手，皆能轻松拿捏。

“围炉”是最近一个时髦热门的
话题，围炉而坐，有茶，有酒，有烧烤，
有火锅，享受生活，气氛十足。新雅
今年推出的烧烤礼盒，包含 10 余款
菜品：海鲜、肉品、蔬菜，让围炉时的
炭火烹烤，让食物回归本真。

老字号王宝和酒家今年推出 5
款年夜饭大礼包套餐，承包一家人年
夜饭的方方面面。其中，全家福砂锅
销售最为火爆。王宝和酒家相关负
责人介绍，全家福砂锅是王宝和消费
者每年必选的人气产品，更是过年的
应景菜。蛋饺、烤鸭、肉圆、猪肚、肉
皮、鲜虾……多种美味食材均由大厨

手工精制而成，荤素食材加上高汤炖
煮，口味多样，象征团圆多福，阖家美
满。

淮海路上的光明邨大酒家这两
天外卖排队恢复了往年常态，半成品
年夜饭套餐预订也非常火爆。光明
邨今年共推出5款半成品套餐，售价
最便宜的580元，有酱鸭、卤牛肉、糖
醋小排、八宝饭等知名菜品可选择，
至1月26日前每天限量供应。

同样位于淮海路的金辰大酒店，
今年推出了两款新春半成品套餐和
两款新春熟食套餐，包含水晶大虾
仁、富贵映双方、如意小炒皇、油爆河
虾等特色美味，目前销售火爆。

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现在
的半成品年夜饭制作起来很方便，
许多菜品都有图文或者视频教程，
在家自己操作一点压力都没有。

■唐烨 范煜昊

交管部门推出9项便民服务措施

驾照期满换证可“容缺办”

老字号堂吃基本订满 半成品热销

年夜饭在家吃也有仪式感

“随申行”App升级了
可叫网约车 解锁共享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