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在虹桥枢纽，家
住奉贤南桥阳光园1期的
居民顾阿姨从苏州回到上
海，明明有48小时核酸阴
性证明，却有家难回，被自
家小区居委拒之门外。“这
你叫我睡大街？我自己家
不能回……”顾阿姨说着，
就抹起了眼泪。
而在浦东福山路上的

市新小区，几天前成了防范
区，封控了近2个月的居民，
终于等来了出门的机会，却
被告知1300多户居民只有
100张出门证。也就是说，
每13户居民只能摊到一张
证，实在令人费解。
门难出，家难回，媒体

报道的这两桩事，在上海
不少见。说明在全市社会
面多日零新增，努力推动
复工复产的当下，基层抗
疫手势仍在“层层加码”。
这些手势，显然不是

全市统一要求，而是“土政
策”。顾阿姨的小区告诉
她，要回小区，必须要有苏
州当地开的证明。具体是
什么证明呢？就是几号到
几号住在哪里，几号做的核
酸。对于一个出发地并无
疫情，又已经持有48小时
内核酸阴性证明的居民来
说，这种要求完全是刁难。
连苏州当地都明确表示，并没有这
种证明，也不会开这种证明。
同样的，对于1300户居民只

发100张证，解释是为了控制人
流，怕超市排队太长。但如果真的
为了控制人流，完全可以通过错峰
出行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不
让出门。
说到底，这些小区的做法，就

是为了设置障碍，达到“保持现状”
的目的。这样方便的是谁呢？显
然是小区管理者。对于他们来说，
当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守住小区，其
他都要靠边站。这种心情可以理

解。基层不易，奋战这么
久，当然希望守住成果。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实际
上是一种懒政。
市委书记李强5月21

日在疫情防控专家座谈会
上强调，要进一步增强疫情
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
效性，更好推动社会面守得
牢、控得住、放得开，奋力夺
取大上海保卫战的胜利。
守得牢、控得住、放得

开，正确理解这三者关系，
不仅事关民心，也关系到推
动上海复工复市的大局。
解封小区，当然不能

“放飞”，而是要继续做好
各项常态化的防疫工作。
对于小区管理者来说，场
所码、数字哨兵应成标配；
测体温，查绿码，看核酸证
明一个都不能少；快递和
环境消杀也必须到位。对
于居民来说，做好个人防
护、保持人际距离，不聚集
不扎堆，减少不必要的外
出，也都应当坚决做到。
但当这些措施得到严格落
实后，就必须“放得开”，不
能再“层层加码”。
昨天，有一个视频在

朋友圈刷屏。视频中，许多
在上海打工的外乡人，因为
疫情停工两个多月后，没有
收入，难以为继，不得不艰
难地离开上海。这些人的
困境，其实也是这座城市不

少人的困境。如果不能尽快复苏，
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靠的是

人。当下，很多企业的复工，都面临
人力不足，物流不畅，产业链断裂的
梗阻。如果大家连小区都出不来、
回不去，又何谈正常的生活与工作。
这场疫情，上海基层治理经受

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实事求是的
说，水平参次不齐。重压之下的变
形可以理解，但当一切向好之后，能
否汲取教训，用更加科学、精细的社
区治理，为上海两手抓，两手硬，两
手赢提供支撑，这是一场新的考验。

城市保障人员
方舱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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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今天上午10时，上海市举行

第19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城市保障人员，方舱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回家，有的小区不让

进，规范要求是怎样的？市卫健委

副主任赵丹丹说，针对参与城市保

障、方舱等工作人员回社区，市防

控办进一步规范、明确相应要求。

■ 对于定点医院、方舱医院

工作人员，按要求落实在原闭环管

理驻地实施5天集中隔离之后，对

曾进入隔离病区工作的人员，转为

5天居家隔离，其间每天进行1次

核酸检测，居家隔离期间，随申码

赋“黄码”；对未曾进入隔离病区工

作的人员，转为5天居家健康监

测，其间第2、第5天各进行1次核

酸检测。

■ 对于方舱内保安、保洁、后

勤保障等“三保”人员，需在原地落

实10天集中隔离和健康管理。对

已按要求落实10天集中隔离的三

保人员，凭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或者是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加上上车前抗原检测

阴性证明返回工地、社区或外省

市，并加强自我健康监测。

■ 对于方舱医院和隔离用房

项目建设工地务工人员，建筑工地

7天内无阳性感染者检出或已完

成10天集中隔离的，凭24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回工地、社区

或外省市。已经撤离至酒店等集

中隔离点的务工人员，隔离期满且

符合隔离解除条件的，凭24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回工地、社

区或外省市。

■ 对于其余外出参与社会保

障工作返回人员。做好自我健康

监测，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时

应加强个人防护，避免参加人群聚

焦性活动，如出现发热、咳嗽等不

适症状，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

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途中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各区要根据市防控办要求，做

好政策解释，督促街镇加强对基层

的工作指导，避免出现居村委会、

物业阻拦、拒绝上述有关人员返回

的情况。 本报记者 左妍

回家,时区不让进怎么办
市防控办：各区要督促街镇加强对基层指导，避免出现类似情况

市民外出应该如何做好防护

呢？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副

主任医师江宁介绍，外出应规范佩

戴口罩，做到正确选择口罩、有效

佩戴口罩和脱卸口罩时防止污染。

■ 在选择口罩的时候应注意

口罩防护效果。建议广大市民朋

友最好选择医用外科口罩或一次

性医用口罩，如果长时间在医院室

内逗留或与人近距离接触，建议选

择非阀门式的颗粒物防护口罩。

提醒大家不要选择织物口罩，比如

丝绸类或各种布艺类口罩，虽然样

子个性、好看，但达不到防护效果。

■ 要有效佩戴口罩。佩戴口

罩时，应注意上下、前后不要戴

反。通常，鼻夹在上，有颜色的一

面朝外。佩戴口罩时应将口鼻和

下巴包裹住，如果是颗粒物防护口

罩，还应分别进行吸气和呼气测试

来确保口罩的密闭性，也就是吸气

口罩瘪下去，呼气口罩鼓起来。

■ 佩戴期间，污染风险最大

的是口罩外表面。脱卸时拉动或

解开带子脱卸，避免手抓取口罩外

表面。脱卸口罩动作应轻柔，避免

口罩在口鼻部剧烈晃动，降低口罩

外表面污染物散逸和吸入的风险。

■ 脱卸完口罩后，还要记得

做好手卫生，首选流动水，按七步

洗手法搓洗，或者使用免洗手消毒

剂按七步洗手法的动作揉干双手。

本报记者 左妍

专家：规范佩戴和脱卸口罩

静安公安守护
疫情下铁路上海站
一方平安

909时쪱“望췻”
等뗈运뎣헟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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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上海人都有关于“新客

站”的记忆。疫情期间，静安公安

上海站地区治安派出所是它的守

护者。2个多月里，他们24小时值

守、巡查，共安置、转运209名滞留

者，发现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21

人。近日，派出所终于把“干净”的

“新客站”还给纷至沓来的旅客。

109小时的接力看护

5月4日下午，所里民警例行巡

逻。在恒丰路长安路口，他们拦停

一名外卖“骑手”，要求其出示电子

通行证。“骑手”很爽快地拿出手

机，点开通行证，竟然显示核酸检

测异常，“骑手”一下子“傻了”。民

警也本能地退后几步，然后立即要

求他就地下车，等候处置。在呼叫

相关部门转运这名疑似阳性感染

者的同时，一名民警留下来看护

他。如此轮番值班，直至次日相关

部门将这名“骑手”带走。

这样的“遥望”式看护，疫情期

间几乎成为派出所民警们的标准

操作。特别是4月中上旬上海“阳

性”病例快速上升的时期，人员转

运运力吃紧，需要民警临时“安

置”。为此，所里专门为一些在沪

滞留人员提供了帐篷和被子，由民

警每12小时轮班值守看护，避免人

员流动，同时提供看护对象水和食

物。民警吴建春说，有一次他们在

巡查时发现一名滞留人员抗原检

测异常，但转运车迟迟不来，“我们

等候了109小时，整整4天半。”当

时的天气凌晨还挺凉，吴建春还因

此被冻感冒了。

女警举伞，老太深鞠一躬

因为辖区内没有居民，区里把

辖区内一家酒店安排作为阳性感染

者隔离观测点。无论清晨还是深

夜，只要大巴抵达，派出所的民警就

要到现场维持秩序。而这样的作业

需要全套防护，来不得半点马虎。

因为转运来的感染者会有老人小

孩，民警特别注意对他们的照顾。

有一次一位92岁的老人下车时不慎

摔了一跤，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担

心老人伤到骨头，民警也不敢挪动老

人，只能在等待120急救车辆期间不

断安抚老人情绪，并最终将老人送

往定点医院救治并脱离危险。

有的转运车辆因各种原因耽

搁时间过长，往往会让车上的老年

人内急，苦不堪言。其中一次迎接

转运大巴的经历让女警卢晓娟印

象深刻。当时车上一位老阿姨因

为过程辛苦对现场大白“很凶”。

当她排队入住时突然着急想上厕

所，女警卢晓娟发现情况后，体贴

地为她找来了一个方便用的口袋

和一把雨伞，并在附近一个僻静处

为解手的老人撑伞遮挡。这名老

阿姨办完入住手续后，对卢晓娟鞠

了一躬，深表感谢。

“阿凡提”临退休申请到一线

在上海站地区治安派出所，有

一位三级高级警长沈迪凡。因为

长得浓眉大眼，有点像动画片中的

人物阿凡提，又非常热心，所里同

事亲切地叫他“阿凡提”。老沈工

龄42年，警龄40年，是所里最年长

的警官，下个月就要退休了。

疫情来袭，所里全员出击。已

经退居二线不必冲锋陷阵的老沈

向所长提出：想到一线去巡逻，帮

大家多多少少分担一点。作为一

名资深警察，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

刻，沈迪凡意识到必须到一线去，

与战友们一起站好最后一班岗。

虽然已临近退休，但在抗疫一

线，老沈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名年轻

小伙。设卡拦查、街面巡逻，年轻

民警干的活他一样没落。

有一次在恒丰路中兴路的一

个天桥下，老沈和同事发现一名男

子在路边走，看衣着也不像流浪乞

讨人员。上前一问，原来他是周边

小区的居民，因前一晚在外做的核

酸报告还未出来，暂时回不了家，

也没有吃早饭。沈迪凡了解了情

况后，立刻到附近的加油站便利店

买了两包小蛋糕、一瓶矿泉水给

他，并嘱咐男子办妥必要手续早点

回家，必要时再找民警。

2个多月来，静安公安上海站

地区治安派出所经历了一次又一

次堪称惊心动魄的紧急处置，克服

了层不出穷的种种困难，终于换来

疫情平稳可控后的宁静。当乘客

们一拨拨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

“阿凡提”和他的战友们又将迎来

新的任务。 本报记者 沈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