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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9日，老西

门工作小组开始陆

续撤离，工作人员

在A4纸上打印了十

几张颜色各异的

“0”一起合影留念

■ 5月29日，细雨蒙

蒙中，工人开始拆除

梦花街片区文庙路上

的隔离围挡

科学战疫|“07室”现
象和“粪池”危机，分析“案
情”追元凶

疫情防控是一门科学。在这一点上下沉

黄浦的市委工作组有着明确的共识。刘学新

书记也特别重视这一点，哪里发现问题，他在

现场调查时总会认真听取流调专家和基层干

部的意见，科学分析，综合研判。下沉干部说，

下到疫情高发区和病毒正面交锋这么久，感觉

自己快成半个流调专家了。

5月12日，市纪委监委干部朱舜晔临时受

命，增援半淞园路街道海西居委。此时，海西

居民区原书记因抗疫不力已被免职。老凤祥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尹晔正好家住这个

社区，被委派担任海西居委第一书记。朱舜晔

下沉后发现虽然此前社区中的阳性病例与核

心密接通过拔点攻坚已经转走，但社区时不时

还会“冒阳”。老百姓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此前

大动干戈，却还是无法清零。

问题出在哪里？朱舜晔带领几位熟悉社

区的居委干部一起，绘出小区的阳性病例分布

图，同时请来疾控部门参与，大家一起分析研

究，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07室现象”——许

多新发病例都是住在“07室”。

“307、407、607、807、1207……有不少就是

楼上楼下。有的人先感染了，拉走后过了一段时

间，隔了一层两层甚至三四层的07室也感染

了。由于并不是马上出现，开始大家没有注意。

现在图上一看，一目了然。”朱舜晔说，大家马上

再看房屋结构图，发现这些“07室”与房屋落水管

相邻，很可能是这根水管让病毒上下传播。

根据这一判断，朱舜晔和区疾控部门决定改

进密接判断的手势，采用“十字花转运法”，既要

把同楼层的密接转走，同时还要把上下一层甚至

多层的住户作为核心密接转运。

这种做法一开始引发了居民的极大不满，

“这些密接的居民原本很不理解，但转到隔离酒

店后不久，就陆续出现转阳，大家这才认识到其

中的科学性，也开始主动配合。”

四月初上海下了场暴雨，打浦桥街道顺昌路

旧改地块冒出阳性病例，但大家不知道源头在哪

里。有一次区疾控中心专家无意间检测到该地

块从屋檐流下的雨水也呈阳性反应，大家猛然意

识到这下问题大了，整个居住环境被污染了。

在大量转移易感人群的同时，排查污染源成

为重中之重。5月8日，下沉干部谢俊龙和有关

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专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规

律：沿永年路、顺昌路两边的住宅，持续感染，然

后由外圈向内圈侵蚀。现场排查发现，沿街居民

装的电马桶排污管直接与沿马路的雨水管总管相

通，且仍有大量居民每天到公共厕所粪池倒痰

盂。专班推断雨水加速管路流动，粪池满溢后造

成环境污染，由此形成传播。得出初步结论后，下

沉工作组立即形成了旧改地块疫情防控工作专项

检查报告，督促有关部门立即以专业手段予以彻

底解决。在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当晚区绿化市

容管理局开来两台抽粪车，一直抽到凌晨，共运走

粪水30吨。街道也连夜采购凝胶马桶发放给倒

痰盂的居民。每日抽排持续一周后，消杀人员计

算安全剂量投放了足足1吨消毒液，彻底消杀粪

池和管路。此后社区里再无新增阳性病例。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在工作组的推动下，凡

事以科学、理性的视角去研究、去解决，成为黄浦

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思维方式。而这样的做法，

也使政府层面的防疫规范和举措，得到更多居民

的支持和理解，甚至积极配合。

坚守黎明|挂在嘴边的
话：“阿姨快点回屋里”“爷
叔口罩戴戴好”

5月15日，黄浦区新增病例降至两位数，进

入稳定可控阶段。这为全市6月1日全面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打开了一把关键的锁。

事非经过不知难。经历过至暗的时刻，才倍

加珍惜此刻的宁静和笑语。和奥密克戎打过“肉

搏战”，才会明白胜利的果实多么来之不易。在

那些曾经疫情汹涌的社区，5月下旬采访时，无论

是街道还是居委的干部，都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当

下的心情。每次大筛，都像一次大考。

“在冲刺阶段不能摔跤”，这是刘学新书记对

市纪委监委下沉干部的提醒。每天市委工作组

下沉干部时不时提到的话题是“今天大筛的结

果”“今天上海发布黄浦的数据”。

为了加快转运速度，区疾控中心的筛查结果

都是半小时一报。下沉干部王凤国从进驻老西门

街道的第一天起，生物钟就与疾控推送数据的时

间高度一致。发现阳性感染病例立刻行动，督促

街道即转即运，并做好复阳、弱阳人员的闭环管

理。每天最晚一次“播报”是深夜零时，几乎每一

个下沉干部都要等到这个点看到“平安无事”才能

安心入睡。而次日清晨5时半的第一次播报，又

像一个无声的闹钟，催着每个人醒来投入工作。

5月27日，连阴6天的承兴里又出现一例阳性

病例。刘刚坐不住了，他没有把这一切归于偶然，

认为肯定还有什么疏漏之处。当天，他和街道党

工委书记周明一起商讨后，决定再联系疾控人员

上门仔细查看分析，一定要弄清漏洞在哪里。

“每当看到归零的数字又有波动起伏，那种

滋味真的是焦灼。”刘刚说，这时候我们感到特别

对不起居民们，他们封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

眼看就要成防范区了，一个新增又让一切重来。

“这让我们时刻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放松，一刻不

能懈怠，必须为老百姓守好来之不易的战果。”

5月下旬，豫园街道一小区接连在两栋楼两

户家庭出现零星阳性病例。工作组对此高度重

视，因为豫园街道是黄浦区清零最快的街道之

一，已经保持十几天的零感染。此刻突然出状

况，必须得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原来的流调结

论不明确，黎荣和下沉豫园街道的干部沙黎辉放

心不下，会同区疾控专家和豫园街道、居委的干

部一起现场查看。大家到病例居住地的门外观

察感染者可能的活动半径，到昏暗的地下室观察

排污管道的设计，到六楼天台排风总管外观察可

能的影响，和流调专家开展细致深入的探讨。

走在老城厢和老公房的弄堂里，下沉干部、居

委干部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阿姨快点回屋里”“爷叔

口罩戴戴好”。虽然已达标防范区，但对成套率极

低的老旧小区来说，提级管理是不得不做的手势。

5月26日，在梦花街片区的小桃园社区，居

民区书记陈建红对一位表示明天要去单位上下

班的大叔表示抱歉，按照片区当前的态势，自由

进出条件尚不成熟。大叔虽然表示不满，嘟囔着

市井粗话，但最后还是拍拍陈建红的肩膀走了。

这可能就是梦花街的居委干部和居民们的日常。

采访中下沉干部经常感慨，这里的老百姓太

善良、太好了，不倾尽全力就对不起他们。虽然

生活条件艰苦，又经历了疫情的狂风暴雨，但他

们对旧里、老屋的超规格防控总体非常配合。他

们明白这样的住宅区，面对病毒很容易破防，隔

断、离家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黄浦归来|只有亲身经
历过，才明白其中有多少牺
牲，胜利是多么可贵

5月25日、26日、27日，黄浦区三次大筛，区

域内数据均为0。5月29日，黄浦发布数据，黄浦

实现本轮疫情以来首次确诊、无症状“双0”。曾

经的最高感染率，到此刻的低新发病例，只有亲

身参与其中的人，才明白其中包含了多大的牺

牲，又是多么值得珍惜。

5月29日上午9时，细雨绵绵。梦花街文庙

路上传来哐哐的敲击声。两位穿雨衣的工人正

在拆除文庙路沿街的隔离挡板。“今天开门一下

心情就好了！”文庙路257号里的住户张之凤高

兴地说，“真适意，感觉天也亮了。”

同日，老西门工作小组迎来第一批撤离人

员。工作人员提前在A4纸上打印了十几张颜色

各异的“0”。“一起清零，坚持到底！”大家挥舞着一

个个“0”，兴奋得像获得“优秀”成绩单的小学生。

董开星也在撤离人员中，前一晚他几乎没怎

么睡着。让他感到内疚的是，在龙门邨的头几

天，他说了太多批评的话。他反思自己是不是对

居委干部们太严厉了。实际上他对他们有着强

烈的共情，他反复向记者强调一线干部疫情期间

的三个“从未”：从未吃过一顿准点的饭，从未睡

过一个安稳的觉，从未洗过一个舒心的澡。与他

们并肩战斗的日子，他感到光荣，也很有意义。

6月1日，上海人纷纷走出家门。去街角喝一

杯咖啡，去草地上撒个野，去找朋友聊会天。游客

回到熟悉又陌生的黄浦：人民广场、新天地、南京

东路、豫园，当然还有外滩。繁华如昨，烟火升腾。

华灯初上，从老城厢每一个弄堂的罅隙里往

东看，可以看到上海中心滚动的巨大标语：我爱

上海，一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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