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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热，戴口罩难受，许多朋友的

口罩戴不牢了。人松懈了，手不愿意
经常洗了。但是，疫情防控压力仍然

存在，时刻不能松懈。防疫没有局外
人，做好个人防护是首位。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特别提醒：

坚持防疫“三件套”“五还要”，

戴口罩大家应牢记 “防护第一，舒
适第二”； 清洁防护，“手” 当其冲
“三洗三问”牢记心中。

以下情形必须戴口罩：

乘坐公交、地铁、长途汽车、火

车、轮船、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
前往人员密集的室内公共场所时；

如果公共场所管理方有要求时，市
民也应该配合。

缓解闷热小妙招：

在人群相对密集场所，可利用

手持小风扇缓解闷热；
当长时间戴口罩感觉不适时，

可到相对空旷、安全处摘掉口罩深
呼吸；

口罩的内侧面容易潮湿，可以
增加口罩更换频率，同时擦干脸上

汗液。
此外，室内常开空调，要记得

开窗通风，每运行 2-3小时通风
20-30分钟，同时注意定期对空调

进行清洁消毒，用清新空气为健康
保驾护航。

手有哪“三洗”？

● “勤洗”：什么东西，都要用

手拿。如果不勤洗手，我们的双手

可能会成为全身上下最“脏”的部

位。疫情期间，更要勤洗手。

● “必洗”：

以下情况必须洗手：

手部有明显污染物时；
清洁操作之前，如护理老人和

婴幼儿前，饮食或烹饪前，触摸口
鼻和眼睛前；

污染操作之后，如接触垃圾

后，上厕所后，接触快递包裹后，咳
嗽、打喷嚏用手捂后，照顾发热或呕

吐腹泻病人后，前往医疗机构后；
触摸公共设施之后，如触摸门

把手、电梯按钮后。
● “会洗”：

流动水洗手，用洗手液或肥皂
液揉搓双手的每个部位，尤其是指

缝之间和皮肤皱褶；
每次洗手过程不应少于 20秒；

洗手之后最好用纸巾或干净
的毛巾擦干。

洗手有哪“三问”？

● 什么是最好的洗手法？

在流水冲洗的基础上，加上洗
手液或肥皂，做到深层清洁。

● 洗多长时间才有效？

时间不少于 20秒。一些病毒

和细菌具有包膜结构，洗手不足
20秒，无法将其彻底清除。

● 免洗洗手液能替代洗手
吗？

不能。免洗洗手液主要是杀
菌，但去污效果不好，最好用流动

清水加上洗手液或肥皂洗手。

首席记者 左妍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左妍）昨

天，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8月 18日本
市确诊的松江区中心医院女性工作

人员，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
变异株。经市疾控中心基因测序分

析并经国家疾控中心确认，与近期
由集中隔离点闭环送至松江区中心

医院发热留观室排查的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
播链，与近期我国其他地方本土病

例病毒同源性低。经国家和本市专
家综合研判分析，认为该确诊病例

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暴露于境
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

人存在防护疏忽而引发的感染。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蔡 燕 视觉设计 /黄 娟2021 年 8月 21日 /星期六

上海新闻 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昨

天，上海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宣布根据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决定，将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川

环南路 1049弄界龙花苑小区、浦
东新区盐朝公路 798 号锦江之星

（东海镇店）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
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昨天晚上，记者在浦东新区川

沙新镇界龙花苑小区门口看到，小
区封闭管理、消杀等正有序展开。

该小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
老小区，目前门口已搭建了快递、

关卡等临时区域。据川沙新镇城南
社区党委副书记孙丽娟介绍，昨

天，该小区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

完成了 1800多人的核酸检测。“疫
情发生后，我们发出了志愿者召集

令，1个小时内有 100多人报名参
加，许多人都曾是此前心圆西苑小

区的志愿者，属于二刷。”同时，镇
里的相关负责人也进入封闭小区，

和社区干部、物业、志愿者等一同
抗疫。记者了解到，小区还成立了

临时党支部，一名年轻社工也主动
请缨进入该小区。

距离界龙花苑小区 20余公里
的锦江之星（东海镇店）临近浦东

机场，飞机不时从上空飞过，门口
有大白、安保等值守。有周边居民

表示，从昨天傍晚开始，该酒店进
入封闭管理状态。

    8月 20日凌晨起，界龙花苑

实行“只进不出”措施。在界龙花苑
居住的王爱民、张志坚、沈静雯，既

是浦东公安分局的民警，又是隔离
小区居民。分别来自合庆派出所、

国际旅游度假区公安处、交警支队
的他们，在得知小区被封闭后，一

同穿起警服，配合防疫工作人员，

积极投入到了抗疫工作中。
三人中，王爱民年纪最大，他

动员自己的两名同事一起维护第
一次核酸检测采样的现场秩序：

“大家排好队，互相之间要隔开。”

看到民警在场，无论是居委工作人

员还是小区居民都很信服，队伍被
他们梳理得井井有条。

“阿姨，我帮你操作健康云。先
在网上登记好，检测也会快一些！”

年轻的沈静雯在队伍中找到不会
进行网上登记的爷爷奶奶。在她的

帮助下，原本摸不着头脑的“银发

族”也顺利进行了检测。在沈静雯
的动员下，许多居民也成为了“临

时老师”，除了自己登记外，也帮助
身边有困难的老人登记，为疫情防

控争取时间。

第一次核酸检测忙完，三人已

汗流浃背。不过他们并没有休息，
而是开起了小会，根据现在小区内

的现状，初步定下了今后几天的分
工与排班安排。

时间在匆忙中逝去，夜幕转
眼降临，此时，小区内也渐渐恢复

了平静。线上，几位民警仍不时在
微信工作群内交流着隔离小区内

的点点滴滴，互相勉励打气。他们
说，“警察蓝”将会一直奋战在抗

疫一线。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马晓杰

洗手“姿势”要正确
“三洗三问”记心中

1小时100多人报名志愿者
许多人是“二刷”封闭小区

这抹“警察蓝”让人安心

■ 界龙花苑小区封闭管理和消杀正有序展开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直击本市昨新增的两个中风险地区

提
醒

昨今新增 5例确诊，均涉及浦东机场
    昨晚和今天上午，上海举

行第 103场、104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本市新增的 5例确诊病例。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

雷说，8月 20日 0-24时，本市
报告 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病例 1，病例 2），经专家

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轻

型）病例，已转运至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病例 1，是在浦东机场为

境外货机服务的外航机械工
程师，男性，埃塞俄比亚籍，

44岁。病例 2，是在浦东机场
境外货机作业区的工作人

员，男性，45岁。
对昨日 2例确诊病例已

实施集中隔离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连夜排查，今天发现 3

例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后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轻型）。
病例 3，为浦东机场境外

货机作业人员，男，45岁，是 8

月 20日确诊病例 2的同事。

病例 4，为浦东机场境外

货机作业人员，男，45岁，是 8

月 20日确诊病例 2的同事。

病例 5，为浦东机场境外
货机作业人员，男，45岁，是

确诊病例 4的密切接触者。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有关要求，经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
究决定，将浦东川沙新镇川环

南路 1049弄界龙花苑小区、
浦东盐朝公路 798 号锦江之

星（东海镇店）、浦东祝桥镇千
汇路 280弄千汇苑一村小区和

浦东祝桥镇千汇路 1000弄祝
和苑北区列为中风险地区，上

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最近一段时间，本市有部

分医疗机构暂停接诊，邬惊雷

解释，因排查工作需要，相关
医疗机构暂时停诊，这是医疗

安全必需的，也是对大家的健
康安全负责，恳请大家理解、

支持、配合。一旦排查结果无
异常，医疗机构将及时恢复正

常医疗服务。首席记者 左妍

    市交通委副主任王晓杰介绍，浦东

机场坚持客机和货机保障严格分离、境
外航班和国内航班保障严格分离原则，

实施严格的“人、物、环境同防”疫情防
控闭环管理，目前浦东机场客运航班运

行正常。对市民的航空出行，总体不会
有大的影响。

目前，货运航班保障受到一定影

响。浦东机场正积极组织力量，尽全力
为货运航班提供最大限度服务保障。

王晓杰说，本市增加了公交枢纽

站、轮渡、轨道交通站和公交车、出租
车、客运船舶、地铁车厢的消杀频次；落

实乘客必须测温的要求；加大了乘客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规范佩戴口罩的

提醒力度；大客流场站实行分批引导，
减少人员大批量聚集。

目前上海地铁已全部配置红外测

温设备，严格进站乘客的体温筛查；加
强车站现场巡视力度，对发现不规范佩

戴口罩的人员，主动劝导，引导乘客提

高防护意识；体温异常或不配合测温
的，将被拒绝进站或上车。

地面公交方面，近期增加大型公交
枢纽站点的测温要求，加强车辆消毒，加

大了乘客上车佩戴口罩的劝导力度，经

劝导后拒不规范佩戴口罩的乘客，要求
公交驾驶员拒绝其乘车。市交通委提醒，

市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还是要牢记防
疫“三件套”，做好防护“五还要”。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要全程规范地佩戴口罩、
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做好个人卫生，不

要在车厢内饮食。

松江确诊病例感染德尔塔株

市内出行须戴口罩配合测温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示，上

海加强高风险岗位人员健康管理和定
期核酸筛查。针对口岸一线工作人员、

发热门诊医护人员等高风险岗位人员，
加强健康管理，落实每日健康监测和发

热报告，加大加密核酸筛查频次，疫苗
接种做到应接尽接。

瑞金医院院长宁光院士表示，一年

半来，防疫一线的广大工作人员在日常

工作的同时，承担防疫任务，工作辛苦，

取得巨大成绩，保证了上海的城市安全
和市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一线高风险岗

位的工作人员感染的风险更高，因而更
需要关注和保障。

宁光表示，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等重
点科室的医护人员，以及服务机场外航

的工作人员，进口冷链物品的接触人

员，集中隔离观察场所等可能直接与可

疑病例、境外人员、冷链物品、受污染环

境等接触的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
风险远较其他岗位要高。为进一步保护

高风险岗位人员，减少病毒感染风险，
各相关部门均采取相关防控措施。针对

上述人员，要按照应种尽种的原则完成
全程疫苗接种，做好每日健康监测和规

定的例行核酸筛查，加强人员培训，严

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规范工作流程，
按照岗位要求严格落实不同岗位管理

措施和工作规范，避免因个人防护疏忽

而导致的感染。 首席记者 左妍

加强高风险岗位人群健康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