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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乐观面对隔离跨年，奉贤天鹅湾居民正策划一场特殊年夜饭

相约除夕 窗前亮灯举杯共迎春

虎年新春将至，市慈善基金会出资

1100万元，向超过1万名申城一线疫情防

控医务工作者送去新春慰问，让社会的关

怀、慈善的暖阳为他们驱散冬夜的寒冷。

此次重点慰问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市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隔离点等，从事检查、治疗、护理、

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疫情防控工作

的医务人员，以及社区支援外省市疫情防

控医务人员。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慰问一线疫情防控医务工作者

本报讯（记者 左妍）2022年1月26日

0-24时，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例。

该病例，女，作为1月24日报告的本土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即被落实集中隔离

管控。其间例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

常，经市疾控中心复核为阳性。经市级专家

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

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目前，已追踪到该病例在本市的密切接

触者30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对病

例曾活动过的场所已进行终末消毒。

上海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今天上午10时，距离上海市愚园路228号

被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过去了10小时。作为一

家奶茶店，因为面积仅20多平方米，许多网友

戏称“这或许是最小的中风险区”。

一转眼，这家奶茶店已实行封闭管理14

天。据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自

2022年1月27日零时起，将静安区静安寺街

道愚园路228号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

地区，其余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记者上午在现场看到，“解封”后的奶茶店

没有营业。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市民穿梭

在愚园路上，偶尔有人掏出手机站在街对面拍

上几张，上前一问原来都是媒体朋友。

看来，比起媒体的“大惊小怪”，市民要淡

定得多，大家或走进隔壁美发店理发，或去附

近写字楼上班，或到周边商场购物，一切如常。

本报记者 董怡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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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228号奶茶店“解封”
上午未开门营业 周边生活一切如常

再过4天就是除夕夜，这也将是我们在
疫情暴发后度过的第三个农历新年。近几
天，疫情防控形势陡然紧张。西安封城刚刚
结束，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又接连发现病
例，在挥之不去的疫情阴霾下，如何过一个
平安年，成为了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
在上海奉贤区奉浦街道天鹅湾社区，因

为涉及病例轨迹，4栋居民楼被隔离，居民只
能宅家过除夕，但他们怀着“既来之则安之”
的心态，不能出门无所谓，到时就站在窗前
和全楼邻居一起举杯遥祝，这样的乐观精神
与责任感值得我们点赞，期待他们收获一个
难忘的除夕夜。
这场疫情突如其来，相信地球上每一个

人都深受影响。没完没了的反复、一波又一
波的变种，大家的心态从紧张到疲惫再到煎
熬，这样的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特别对于

有着新年团聚习俗的中国人而言，过年不能
回家见到爸妈、见到朋友，几乎是所能想象
到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在我们身边，随便一
问，就是一个个真实故事，3年没有回家过
年、亲人在国外没法回来、因为被隔离错过
人生重要时刻……我们无法改变这些事实，
但至少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继续鼓起勇
气，迎接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在上海隔离社区，居民们也已经接受了

隔离过年，他们说服自己的理由是，牺牲一
个正常的新年，是为了配合防疫大局，为大
多数人的安全，一时不便可以接受。同时，
他们把同被隔离的居民视为亲人，邻里关爱
照顾，共同守望相助。疫情剥夺了他们阖家
团聚的机会，却也让他们打破了人际关系的
隔阂，收获了真挚的情感。这是一种乐观精
神，更是一种责任感。经过两年多的抗疫，

我们发现战胜疫情的关键，就是每个人各尽
其职，各守本分，在各自的领域尽力做好每
一件有利于防疫的事。这样的责任不仅在
于隔离区内的居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
这样的觉悟。
中国农历新年，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人口迁徙，“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深
入中国人的骨髓血液。但在当下，大规模人
群流动也有可能成为病毒蔓延的渠道，让
中国坚守至今的抗疫防线功亏一篑，又要
面临新一波的折腾与煎熬，没人希望这样
的事发生。因此我们都应当思考：在与疫情
作战的关键时刻，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应当
怎样过年？
对于期待返乡的游子们，亲情的召唤

固然迫切，但是否能够调整一下方式，就
地过年、视频拜年，或者等新年后错峰返

乡？对于那些在本地生活的市民，大规模
的亲友聚会，是否能够延期？年夜饭是否
能用半成品，避免集中采购？而那些正在
隔离中的人们，14天隔离定定心心，7天的
居家隔离规规矩矩，不要想当然，不要心存
侥幸。
同时，也要向新年坚守在抗疫第一线的

工作人员表达敬意，你们尽职尽责放弃过
年，正是为了大多数人能安心过年，因为你
们的存在，才让战胜病毒成为可能。
即将到来的新年，对我们而言，将是一

场考试。没有监考老师，没有标准答案，但
这场考试的成绩却决定了我们在新的一年
会有怎样一个开局。
此时此刻，让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这个年要怎么过？还能做些什么？共同携
手过一个平安年。

“今年除夕怎么过？窗前举杯
过大年！”这是奉贤区奉浦街道天鹅
湾居民对几天后那顿年夜饭的畅
想。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自1月
23日晚起，天鹅湾南区4栋居民楼
由于涉及病例轨迹正在实施隔离，
宅家跨年已成定局。经过最初的慌
乱，如今隔离中的居民满怀乐观精
神，开始策划一场“窗前年夜饭”了。

有疑问一一解答
临近春节，小区里虽然一片宁静，但小

区外却“热火朝天”。亲朋好友们听说亲友

被隔离，纷纷送来“年货大礼包”。“有一位奶

奶心疼隔离在家的小孙子吃不好，来来回回

跑了4趟送吃的。”志愿者分享着忙碌中的趣

事，“除了年货，送电脑的也有好几个，应该

是怕对方年终总结还没完成吧，哈哈。”送快

递、收垃圾，还要时刻关注群里消息，“大白”

们一刻不停。

对于疫情防控，大家已不再陌生和惶

恐，但小区居民还是有很多疑问：什么时候

解除隔离？春节只能在屋子里过了吗？日

常生活用品怎么送进来呀？为此，街道疫情

防控工作相关负责人和每日当班志愿者第

一时间入群，与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逐一解

答居民提出的问题，消除疑虑。

有温馨也有波折
度过最初适应期，居民们渐渐放松下

来，在群里分享着各自的故事。一位阿婆和老

伴平日里来这个小区给小辈烧晚饭，这次意

外被“留下”，三代人一起宅家过年，倒比往

常多了更多相聚时光；志愿者与居民分享咖

啡，次日居民回赠志愿队伍十几杯奶茶……

类似这样的温情小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当然，除了温馨时刻，也有一些波折。1

月25日晚上，有居民在微信群内反映自己手

部充血、颈部肿胀。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带队的应急医疗救治小组，做好准备

提供应急医疗保障。社区医生赶到现场，与

居民视频连线问诊，在了解到此居民做过胃

部肿瘤切除手术后，立即和中心医院肿瘤医

生联系，开展视频问诊，确认无大碍后帮忙

送药上门。目前此居民已无大碍，后期社区

医生会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密切关注。

大年夜要怎么过
原来较为陌生的邻里，因为疫情关系，

隔着屏幕、隔着钢筋水泥反而熟络起来。对

于如何宅家过年这个话题，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聊起来，随后自发组建了一个大年夜活动

策划群，有人建议线上直播表演才艺，有人

策划节目，有人分享美食制作方法。为了让

这个年过得更有意义，居民们还商定在跨年

那一刻共同举杯，在窗口亮灯来记录这独一

无二的新年。

如此乐观笃定，是因为大家相信：病毒

会消散，但爱一直在。正如一首在群中热

传的打油诗所说：“天鹅湾畔见大白，万众

瞩目聚人心；半月日夜渡难关，疫情无情人

有情。”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洪雨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