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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

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奥运会，它到底特殊在哪里？东京版的“防疫

泡泡”是怎样的？会对去到东京报道的媒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

天我们就来唠唠这个话题。 以下文字来自于已抵达东京、理论

上仍处三天酒店隔离期内的本报特派记者章丽倩。 为什么我

要特别加一句“理论上”呢？ 看完这个版，你就会找到答案。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新冠肺炎疫情重塑着人们的生活

习惯，也开启了新的关注视角。 以往记

者采访大赛时，对官方酒店的印象大抵

停留在“房价比市面价贵一点”和“拥有

班车的便利”。 当仍未退去的全球疫情

与东京奥运会撞个满怀，奥运官方酒店

成了我此行东京的唯一选择。

不过， 此奥运官方酒店与我预想

中的还是有些不同 ， 最大的意外

是———原来它在奥运期间仍对日本社

会开放。

具体来说就是， 日本民众与符合

日本政府入境条件的外籍人士， 他们

都可以通过普通渠道的预订来此入

住。通过与一些同行的交流，我发现这

一情况在许多奥运官方酒店内都存

在。 在与所住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交流

后，记者了解到，除去仍空置的客房，

目前奥运相关人员与普通住客在该酒

店内的比例约为五比五。

“那你们如何去保障与奥运相关

的防疫呢？ ”对这个问题，酒店工作人

员表示，如暂停客房打扫服务、在酒店

公共区域的多处提供免洗手消毒液、

要求所有住客在公共区域佩戴口罩、

进入酒店前测量体温等都是他们工作

中的要点。

以记者所入住的这家酒店为例，

在暂停客房打扫服务后， 酒店方在每

个客房楼层的公共空间里都将可能需

要替换的拖鞋、毛巾、垃圾袋等物品摆

放整齐，以供住客自行替换。 同时，他

们还在楼层走廊放置了分类垃圾桶，

让大家可以自行处理生活垃圾。

不过，考虑到从开幕到闭幕，东京

奥运会将持续17天， 仅靠住客自助较

难维持客房内的清洁度，所以，像记者

所入住的这家官方酒店， 就会每周安

排两个集中打扫日， 住客可根据自身

需求来请人入内打扫或者勿打扰。

东京时间昨日傍晚6点多， 仍处三天隔离期的我终于在酒店内

盼来了负责上门采集核酸样本的工作人员。 在接过检测袋的那一

刻，我心中的一块大石才算落了地，此前为了此事而拨出的100多个

电话（通话只有两次，其余都是忙音或无人接听）总算没白费。

按照防疫规定，记者应在入境后的第一天至第三天每日接受检

测，此后每四天核酸检查一次。 在昨晚这次上门采样前，记者和许多

7月18日入境日本的同行一样，由于没能及时打通有关部门的电话，

所以错过了第一天的采样。 少“打卡”一天会有什么后果吗？ 采样人

员表示，她对类似情况也不太了解，只能回复说“应该没有大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顶着巨大压力举办奥运会的日本政府及东京奥

组委对来自世界各国及各地的媒体会抱着欢迎的态度。 毕竟，在没

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媒体不仅是仅存的“观众”，还承担着广而传

播的工作。 不过，当你未能合理守规时，某些时候日本人也会动真

格的。

据记者了解 ，有

来自新加坡一行6人

的媒体小队， 就因为

未顺利递交官方要求

的活动计划表， 而在

乘飞机抵达东京后于

机场内苦耗了10个小

时， 最终虽获入境许

可， 却被要求完成长

达14天的酒店隔离 。

要知道， 从开幕到闭

幕， 东京奥运会总共

才办17天， 就算他们

有了提前几日抵达的

余量，这张“罚单”也

很沉重了。并且，他们

一行6人的媒体注册卡都未得到激活，就算想偷跑去场馆进行工作，

那也是没可能的。

所以，对于日本方面白纸黑字规定的要求，以及通过电邮等方

式多次提醒的事项，稳妥的做法还是得认真对待。

东京奥运会的核酸检测大都采用唾液采集法。 由于所有官方酒

店都不是常规的核酸样本采集点， 所以在前三天的酒店隔离期内，采

样就会成为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我在昨天傍晚完成的其实是第二天的

采样，距离上一次在成田机场做完核酸已经过去了超过40个小时。

由于上门采样的工作量比较大，所以相关工作人员迫于无奈也

只能一直催促。 从在酒店大堂拿到检测袋，到回自己客房完成“吐口

水”，再返回大堂将样本试管交给采样人员，整个过程其实只给了10

分钟。 加上还要给试管贴条形码标签，以及把它包装妥当，一路操作

确实比较匆忙。 在有了这次相对艰难的“接头”后，希望未来几天的

采样会变得顺利一些。

打了100多个电话后
等来第一次核酸采样

“珍惜在酒店里隔离的前三天吧，因

为后面我们会忙到‘飞起’。 ”同行的这句

话，真是一句大实话。 同时，由于有了网

络的便利，即便在相对“孤岛”状态的前

三天隔离期里， 记者也能从专门面向注

册媒体的官方渠道， 了解到一些正在东

京发生的事。

有奥运相关人员未遵守防疫规定，

跑去新宿、银座等东京闹市区活动了。 还

有人在奥运村附近使用无人机对奥运村

进行航拍。 这些情况我都是通过对官方

所发提醒电邮进行 “阅读理解” 后得出

的，前者是在电邮中已直接点明，后者则

是通过“此后严禁”的通知来倒推。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一届奥运

会，也是自全球疫情发生后，来自全世界

的代表们（并不仅指体育领域）第一次如

此大规模地聚集到同一个舞台上。 其实，

包括东京奥组委在内， 各方都在摸索前

行、一边试错一边赶忙纠正的过程中。 如

官方电邮中所提到的这些“补丁”、这些

提醒，就是一次次的修正和纠错。

趁着东京奥运会

开幕前， 类似这样由

实际情况而产生的提

醒邮件， 其实多几封

也没什么不好。 如此

一来， 待这届特殊的

奥运会正式启幕后 ，

才能少一点隐患 ，多

一些安全保障。

奥运防疫
全凭自觉

尽管奥运官方酒店并未完全处于

闭环状态， 但作为一名守规矩的注册

记者， 我还是应当遵守针对媒体的防

疫规范。其中，在我刚入境日本的前三

天里， 对工作和生活最有影响的要求

就体现在“入境隔离”和“15分钟生活

圈”这两条。

对来自全世界的众多媒体而言，

除了少部分机构得到了日本政府入境

即可进入工作状态的特别许可之外，

更多像我这样的记者还是应当遵守在

酒店内自我隔离三天的防疫规定。 同

时， 考虑到并非所有奥运官方酒店都

可提供及时的客房送餐服务， 所以需

入境隔离的媒体还是可以拥有每次离

开酒店不超过15分钟的生活圈。

当然， 等我们在酒店内度过了前

三天的隔离后， 搭组委会班车去主新

闻中心或比赛场馆的情况， 不会受到

“15分钟生活圈”条款的限制。

具体来说， 我可以利用这15分钟

去附近的便利店采购食品及其他生活

物资， 也可以利用它去外出散步。 并

且， 无论是在入境前三天的酒店隔离

期里， 还是在入境后14天的整个观察

周期里， 这样每日离开酒店的外出目

前都是不限次数的。

为了对 “15分钟生活圈” 有所管

理， 日本方面还将专门的志愿者派驻

到了各奥运官方酒店。据了解，这些志

愿者中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者，各

个官方酒店的大堂就是他们的工作地

点， 上岗期间他们会穿着统一的红色

制服， 负责记录奥运相关人员的出入

情况。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管理模式是

否能达到预期中的防疫效果， 根本之

处———还得靠所有相关涉及人员的自

觉性。 由于官方酒店内还有普通住客

和入境日本已逾14天的海外奥运相关

人员， 所以红衣志愿者不可能上前一

一查问。从记者的实际体验来看，只有

当我主动走向登记台时， 志愿者才会

来询问情况并进行出入时间的记录。

奥运官方指定媒体酒店

上门核酸采样套装

不限次数的15分钟生活圈

官方指定酒店向社会开放

通过邮件
更新“补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