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场摊主
“畅销菜”应有尽有
徐阿姨是江苏盐城人，昨天凌

晨 2时左右，她和丈夫就陆续把卡

车上装载的几百斤蔬菜归拢到华环

真北农贸市场的摊头上，并用红色

马克笔在白板上写上菜价，等到 6

时开门迎客。“我比往年晚开工两

天，还戴了两层口罩。家里的丫头在
盐城二院做护士，千叮咛万嘱咐让

我注意个人防护。”徐阿姨一边利落
地帮顾客摘菜装菜，一边和记者介

绍情况。

徐阿姨的摊头上有 60多种菜，
基本涵盖市面上“畅销款”，大蒜、青

菜、洋葱、蒜苔等应有尽有。她说：
“普通老百姓基本没有大批量购买的

情况，大概也就两三天的量，大部分
原因也是不想经常出门，现在不都在

呼吁大家少出门嘛！”

批发商户
售价不能狮子大开口
在龙上批发市场的君伟蔬菜配

送中心，初三学生李书蕾的寒假社会

实践就是帮姑姑卖蔬菜。据她介绍，
今年的肺炎疫情让许多餐厅采购商

退货，所以蔬菜只有卖不掉，根本不
会不够卖。“有个客户被退了 800桌

席面，这里的一大袋土豆、红辣椒、白

萝卜、胡萝卜都是他们退货的，那里
的卷心菜也是年前采购的，存货非常

充足。”退货让小姑娘心情有点沮丧，
但她很快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还不

忘一遍遍核对姑姑手抄的今日菜价，

“每天的菜价都有变化，我们也要根

据批发进价来定销售价，不能狮子大
开口。”李书蕾举了个例子，“白菜年

初五进价每斤 2元，年初六跌到每斤
1元，零售价也就每斤 1.5元，批发价

则会更便宜。”

市场管理人员
每天中午上报菜价
菜户的自律离不开市场和市民

的监督管理，每天中午，华环真北农

贸市场菜场部办公室工作人员薛广
平会将记录的今日菜价拍照存档，并

发送至“桃浦镇市场管理处”和“桃浦
镇农贸市场”两个微信工作群中。“青

菜 2元一斤，白菜 2元一斤，大蒜价

格下来了，6元一斤；冬笋价格也下
来了，之前是 33元一斤，现在是 27

元一斤⋯⋯”薛广平说。为稳定菜价，
华环真北农贸市场一方面积极对接

近郊、远郊和上海周边区域的蔬菜基
地，扩大蔬菜供应量，一方面成立保

障小组，由专人记录跟踪每日蔬菜价

格，并上报至区商务委和市场管理部
门，“从年初四开始，价格已经慢慢回

落，这两天已经趋于节前水平，随着
春节结束大量人员返沪，部分蔬菜如

大蒜、洋葱、南瓜等外来客菜甚至还
会更便宜。”他说。

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获悉，上
海蔬菜集团各批发市场每天交易结

束后，还有动态储备 6000吨可根据
形势需要随时投放市场；江桥批发

市场也已积极联系广东、福建、海
南、云南等产区，采取措施扩大蔬菜

供应量。 本报记者 钱文婷

记者走访菜场和农贸批发市场发现———

菜场有菜不算贵就不慌了

    脱下隔离衣，摘

下护目镜和口罩，42
岁的陈俊从隔离区回

到清洁区，但一天的
工作仍未完成。“除了

对患者心理干预，我
还打算对疫情下的一

线护士做调研。”大年

初二起，陈俊搬进上
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应急病房，这位心
境障碍诊疗专家，是

目前首位零距离接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的精神科医生。
坐火车途经武汉

后确诊的徐阿姨（化
名），把女婿给传染

了，两个人都住了进
来。徐阿姨深深自责，

认为自己“去了不该
去的地方”，拖累了家

庭。每次和亲朋好友
通话，病房里总传来

哭声。几天来，她吃不
好睡不好，常在病床

上发呆，动不动流泪。
这样的情况干扰

了治疗，也引起了陈
俊的注意。“阿姨，我

们来聊聊吧！”第一次
走进病房，陈阿姨又刚

打完电话，失声痛哭。
“我真不该去⋯⋯”陈

俊和她的对话，从好消
息入手。“刚刚又有一

个患者出院了，接下来出院的
人越来越多，你和你女婿的症

状也在好转！”陈俊和徐阿姨

的交流持续了 20分钟。还不
是很习惯穿着隔离衣治病，护

目镜和口罩也让沟通不流畅，
一向温和的陈俊也提高了分

贝———毕竟，他要跟患者保持
一定的距离。“这位患者情绪

脆弱，焦虑、自责始终围绕着
她。”陈俊除了心理疏导，还给

徐阿姨开了抗抑郁药物。几天
后，阿姨的情绪好多了。

“真正有心理问题的患者

不多。”陈俊说，白天

专家组查房讨论的时
候，他只是聆听，记录

下可能需要心理干预
的人。考虑到隔离病

房的环境和患者的身
体状况，精神检查过

程压缩至 15 -20 分

钟。
朱先生是一名

“新上海人”。虽然感
染后表现为轻症，他

却时刻担心自己“会
死”。“为什么不给我

吊水？”“为什么只给
我吃这点药？”“我是

不是被放弃了？”一连
串的问题抛给了陈

俊。但治疗最后，这位
患者露出久违的笑

容，还冒出一句沪语，
“刚刚这些话听得我

色一多了！”
“大家已经认识

到患者不仅要身体康
复，心理康复也很重

要，这是一种进步。”
陈俊说，有些患者只

需跟精神科医生说说
话就能缓解，有些还

需要服用处方药。隔

离病房环境特殊，医
护人员面对看不见的

病毒，工作风险高、强
度大，也可能出现心
理问题。“昨天就有 4

个护士来找我，有一个特别惦

记孩子，还咨询了亲子关系。”
2008年，陈俊主动请缨

上了汶川抗震一线；12年后，
他又成为全国最早进入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隔离病房

的精神科医生。他在这里工作

满 2周后由其他同事顶上，直
到疫情得到完全控制。而 17

年前，现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
心主任的徐一峰，也曾作为本

市第一位进入非典定点医院
的精神科医生，打开了诸多病

人的心结。 本报记者 左妍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自从疫

情“登陆”上海，有很多市民关心，那
些集中隔离观察点和居家隔离观察

点的生活垃圾，究竟如何收集，是否
会与自家生活垃圾使用同一辆环卫

车进行清运处理？记者昨天从上海市
绿化和市容局获悉，全市已调动 170

辆专用运输车辆，为各医院和观察点

服务。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表示，目前

针对 110家设发热门诊的医院及各
集中隔离观察点、居家隔离观察点

（户），全市已配备专用生活垃圾运输

车辆 170辆，专用生活垃圾工作人员

381人，专用餐厨垃圾和食用废弃油
脂运输车 78辆，专用餐厨垃圾和食

用废弃油脂工作人员 154人。尤其是
各区绿化市容局，仅用一天时间，就

紧急组织调动了 145辆清运车。

这些专用车辆，确保与疫情有关
的医院和观察点产生的、无需纳入医

疗废弃物的生活垃圾，都有专车、专
人、专用通道，直送焚烧厂焚烧炉，优

先焚烧，减少它们与市民的接触时间
和空间。比如杨浦区的集中隔离观察

点，产生的生活垃圾已进行专人专车

运输，经过消毒后直送江桥生活垃圾

焚烧厂。宝山区则对医学观察人员产
生的生活垃圾，按卫生防疫部门医疗

垃圾规程予以收集，并协调街镇、物
业每日至少 2次消毒隔离观察人员

的垃圾投放容器。
同时，环卫工人的安全防护以及

收运车辆的回场消毒也是重中之重。

对一线人员的防护用品，做好更换、
消毒，作业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有些

区还对员工进行体温监测，出岗前即
测量体温。垃圾运输车辆每天都喷洒

消毒，防止病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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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开通 24小时热线和网络平台请专家答疑

发热去不去医院？先问咨询专线
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同同舟舟共共济济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左妍）非常时期，

发烧要不要去发热门诊？别急，可以
先问一下！今天中午 12时起，上海正

式开通 24 小时发热咨询专线
33672885、33682885，由 15家市级医

疗机构 60 余位专家进行专业解答
（排班）；并同步出台了线下发热门诊

就诊流程规范。同时即将启用“新冠
工作室”(微信小程序)，提供线上咨询

服务，正确引导公众合理就医，减少
医院人群聚集和交叉感染，为百姓提

供更便捷、更安全、更周到的服务。

市民张女士节前发热 3天，虽然
已退烧，但是咳嗽一直没好。思前想

后，犹豫不决时，她打开了第一人民
医院公众号推出的“新冠肺炎咨询”。

医生认为，张女士没有武汉暴露史，

病情也没有进一步进展，还是建议先
居家观察，不要盲目冲到医院去。

1月 28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门诊服务号”开通了“新冠病毒

咨询”服务。一开通就大受欢迎，平台
上涌入了成千上万条留言和提问，

“坐标”定位在全国各地，有些正在居
家隔离，心中还有不少疑问；也有些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担忧又不确定
特殊时期是否需要立即就医。很快，

这些留言都得到了专业的解答。这支
由 120多名医生、护士、管理人员组

成的专业团队，正是华山医院各党支
部骨干组建的“党员突击队”。

瑞金医院党委书记、呼吸疾病专
家瞿介明认为，眼下正是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关键阶段，沪上各大医院

发热门诊患者明显增多。目前原则上

发热是要去发热门诊就诊，但在上海
很大一部分可能只是普通的呼吸道感

染患者，如果都涌入发热门诊，不仅容
易引起交叉感染，还会导致医疗资源

的浪费，引起人为恐慌。“患者多了，医
生工作量和检测量增大，无法快速识

别真正的疑似新冠病人。”他说，因为

上海的确诊患者还是以输入性为主，
不是所有的咳嗽、发烧都要第一时间

去发热门诊。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患
者如果症状不重，或者已经有了附近

医院的检测报告，那么在专业人士意
见下，可以在家先使用非处方的感冒

药物，症状缓解，大可不必去发热门
诊。因此，在非常时期建立权威统一、

有专业人士值守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很

有必要。这样可以科学、有序引导分流
挤在各大医院门急诊的发热患者，合

理匹配病人需求与实体医疗资源。
据悉，沪上已有首批 8家市级医

院对技术升级改造，依托“互联网+”，
开通了线上咨询问诊服务。昨天，上

海嘉会国际医院也主动加入“线上咨

询”队伍，给上海线上咨询队伍增加
了“洋医生”，解决了外籍患者语言不

通，难以实现线上咨询的困难，首日
已完成 27例线上咨询服务。一位怀

孕 13周的孕妇，自从丈夫 22日从湖
北返沪后，她就担心被感染，前来网

络咨询。全科医生王健一一解答，孕
妈妈一颗焦虑的心也慢慢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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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有菜，心中不
慌”，在疫情防控形势日趋
严峻的上海，市民最想听到
的就是这句话。记者走访申
城菜场和农贸批发市场时
发现，绿叶菜供给能满足市
场需求，大蒜青菜等蔬菜价
格已经趋于平稳，且当天售
价和节前基本持平，抢菜囤
菜等不理智消费行为没有
了，市民笃悠悠买小菜的
悠闲和从容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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