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
宁
路
改
建
工
程
复
工

判了！有期徒刑八个月
沪首例涉防疫妨害公务案上午宣判
本报讯 （记者 杨欢）今天上

午，上海青浦法院在院部第二法庭
采用互联网在线庭审模式，依法公

开开庭“云审理”沪上首例涉疫情防
控妨害公务案件，并当庭判处被告

人张某 8个月有期徒刑。
2月 9日，被告人张某与其家

人驾车外出返回其居住小区。检测

体温时，其子体温异常，保安要求其
暂缓进入小区并在第二次体温测量

正常后予以放行。张某因此心生不
满，不肯驾离并将车辆停放在小区

入口处，致使其他业主车辆无法通
行。青浦公安分局民警到场对张某

予以劝解并要求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张某仍拒不配合、拒绝驶离。经
民警多次警告后，张某采用点刹方

式缓慢挪动车辆。后在民警对其强
制带离时，张某突然加速驾驶车辆，

致民警手臂被车辆撞击。2 月 11

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妨害公务罪对犯罪嫌疑人张某依

法批准逮捕。
这是自“两高两部”发布《关于

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见》

以来，上海市首例涉疫情防控妨害
公务案。

申城五条地铁线路
明起提前结束运营

    本报讯（首席记者 曹刚 通讯员 杨翊

中）明天起，上海地铁 2、5、7、8、16号线提前
至 21时结束运营。这 5条线路将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和客流实际情况恢复常态运营时间，
届时运营方会提前向社会宣传告知。

因受疫情影响，近期上海地铁网络客流处
于历史低位，乘客夜间出行意愿也急剧降低，

21时后全网络平均出行总量仅 4.6万人次。据

预测，客流量进入 3月后仍将维持低位。
调整 5条线路的运营时间，一方面有助

于在疫情期间减少人员流动或聚集，给停运
后的车站、列车全面清洁消毒留出更多时间；

另一方面，运营方可以抓紧当前的客流低谷
期，帮助部分线路“强身健体”，抢抓设施设备

维护整修、隐患排查和新车调试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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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工会常务副主席秦嗣萃最近很
忙，一批批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捐赠涌入医

院，工会专人负责物资的接收、登记和发放工
作，把来自社会各界的爱的鼓舞及时送到一

线医护人员手中。“感谢，前方已收到牛奶和
水果。”前方和工会联络的微信群里，一名医

护人员说。
保障医护人员吃好很重要，秦嗣萃和前

线医护人员联络频繁。“担心大家不能按时吃

饭，工会加班加点给大家送上了牛奶、方便面
等慰问品。中山温度在每个时刻，温暖着每个

中山人。”急诊基地的俞医生说。
“如果我们无法做大事，那么我们就怀着

大爱做些小事。”这是秦嗣萃的微信个人签
名。听闻援鄂医疗队员“想吃零食”，秦嗣萃带

领大家一起协调，调配了坚果、午餐肉、咖啡、

饮料等食品和护手霜等生活物资送到前线。

秦嗣萃说，前线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下容
易产生心理压力，想吃零食正是一种应激反

应，如果这时候能有一些有滋味的食品刺激
一下味蕾，人会觉得愉悦轻松许多。

吃好还要动好。中山医院康复科为前线
战友定制了一套暖心的“工间操”，院方还制

作了生动的动画视频，不仅能让前方医护人

员工作之余锻炼身体，更有助于缓解他们的
心理压力。 本报见习记者 张泽茜

青吴嘉跨省无障碍通行
三地身份证或居住证可视同通行证

    本报讯 （记者 毛丽君）青吴嘉三地人

员、车辆跨区域通行实现了！为保障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内的复工企业正常运转和跨省上

班的三地居民正常通勤，昨天开始，青浦、吴
江、嘉善三地的人员、车辆通行证开通“互

认”，三地往来人员未办理通行证，身份证或
居住证视同通行证。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位于金泽和汾湖交

界处边上的 318国道芦墟检查站往来车辆和
人员逐日增加，高峰期间拥堵现象较为明显。

“去吴江上一天班，回来就要隔离 14天，
这肯定不行。”金泽镇党委副书记郭正梁说，

“企业很着急，希望特殊时期可以开启绿色通

道，在人员互认方面有相应举措。”

19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正式下发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人员及车辆通行证件样

式的告知函》，明确对一体化示范区往来人
员、车辆通行进行互认，检查点对往来人员经

核实身份无误、体温测试无异常后，可在一体
化示范区区域通行，不要求采取隔离措施。三

地往来人员未办理通行证，可凭身份证或居

住证，视同通行证，参照执行。
记者了解到，此举不仅加快了道口车辆

流通效率，也为当前三地企业货物运输、居民
跨省通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示范区内的

企业复工创造有利条件。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今天上
午，上海市重大建

设项目武宁路快速
化 1、2标段复工建

设。所有人员必须
佩戴口罩，大门、办

公区等设置体温监
测点，确保一日两

测。现场建立全封
闭管理制度，进入

施工现场的门禁是

人脸识别系统，只
有经过医学观察、

信息核实、防疫与安全专

项交底的人员才能签发临
时通行证登记进入。

保障物资充足 精心照料饮食 有效疏导压力

白衣战士背后 后勤同样重要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与市场供应组的
何园这么形容物资对于一线医护人员的重要

性。这天上午，何园一个小时内接了十几个电

话，内容基本上围绕物资问题。除了精准定位
医护人员及患者确实所需的物品，如何有效

将物资送达前线也是一门学问。
据介绍，前线急需的手术衣早期已送达

1000件，最近又有 3000件左右将运往湖北，
满足上海援鄂医护人员的需求。在电话中，何

园反复和工作人员确认送达站点的时间和具
体件数。在她旁边，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在核对

物资的调配和使用情况。这些医疗物资的筹
备情况，就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兼任市医务工会副主席的何园坦言，东

西多，关键还在于送得精，恰好满足一线人员
的实际需求。“有没有办法找到硬一点的枕

头？用来给患者俯卧治疗。”“需要鞋垫，给医
护人员用，要棉的，不要毛毡，避免沾病毒。”

前线医护人员及各大医院建立的微信群，不
时有生活物资需求弹出。这些需求到达医务

工会后，由多家基金会和爱心企业协同筹备。

“我们通过专门的铁路货运，来保障一线
医用防护物资的运送安全高效。另外，有些爱
心人士和爱心企业也会直接将物资运往前

线。”何园介绍。

近日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倍受关注，事实

上早在 1月 31日，上海市妇联、上海市总工
会女职工委员会就已向社会公开募集考拉裤

（女性生理期护理用品）等产品。2月 2日下
午，考拉裤募集总数已达 10.94万片，陆续送

到医护人员手中。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样规模
的募集，源于一通电话。

1月 30日，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

心（巾帼园）副主任魏迎娣给瑞金医院工会常

务副主席吴平打了一通电话。“最近医务人员
很辛苦，工会慰问一线一定也很忙碌吧？”魏

迎娣问。“除了关心一线员工，还忙着准备援

鄂医疗队的生活物资。物资要尽可能备齐，连
女性生理用品也要备足。她们和男同志要承

担相同的压力，但生理期的不适是男同志无
法体会的。”吴平说。这个为女性筹备生理用

品的点子很快被采纳，于是就有了社会募集。

女性细腻的心理需求，同样是后勤保障
工作中一抹色彩。2月 9日，瑞金医院中医科

护士钱新悦即将前往武汉，中医科主任郑岚
将一个香囊送到她手里：“香囊有驱邪祈福的

寓意，同时里面的中药成分可以祛疫除瘟。”
没想到这个礼物受到了前线的欢迎，郑岚随

即联系药剂科和党办的同事紧急制作香囊。

考虑到前线压力大，睡觉不安稳，香囊里还加
入了一些助眠的药材。

    在人们赞颂白衣天使的同时，他们背负

的心理压力也成了勋章的背面。
高强度的工作、陌生的环境、笨重的防护

服，给一线医护工作者带来了挑战。“体力透
支可能让医护人员产生焦虑情绪，心理压力

过大也会打击自信心，这对发挥出正常水平

是不利的。”华山医院工会常务副主席苏家春
说，一些赴鄂队员是业务好手，然而新冠肺炎

这样全新的挑战给他们带来了心理负担，防
护服的笨重也给医学操作带来了困难。“即使

一些近期的网红医生，在媒体面前看上去神

采奕奕。然而，他们也会产生疲惫感，只是更
多的时候在靠精神支撑。”

疫情开始前，华山医院就探索出了一套
用于心理疏导方面的机制。它借鉴了国际通

用的 EAP，称作“员工关爱计划”。针对赴鄂
和在上海的一线医护人员，院方主动建立了

微信群，共同构成关爱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

防护网，最多的时候有 8个相关医护人员的
沟通群和 1个专业心理导师的策划督导群。

“每天我们会有一些心理支持相关的推送，也

会推出‘我想对你说句话’这样的互动活动，
还可以一对一进行疏导，经过一到两周时间

帮他们恢复工作状态。”苏家春说。

在中山医院，同样有“巴林特心理关爱项
目”疫情应急关爱小组，工会从疫情开始就设

立了疫情应急心理咨询专线和沟通群，为医
护人员和援鄂队员家属及时提供预防心理创

伤和应激障碍的心理干预和关怀。
疫情期间，市精神卫生中心等单位的专

业平台积极推动基层工会加强心理援助，帮
助医护人员缓解焦虑情绪，减轻心理压力。

    抗疫之战打响以来，一线医护
人员的生活状况牵动着大家的心：
物资是否充足？饮食是否得到良好
照料？心理压力能否得到有效疏导？
在这场战役中，后勤战线同样重要。

花开自在，体贴始于无声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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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滋有味，一线生活有调剂444

111

■ 道路建设工地今天上午正式复工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人在前线，

粮草当应至尽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