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23时 30分，顾芹昌驾驶申川专

线缓缓停靠终点站上海火车站南广场。走
进调度室，巴士四公司六车队安全员金炜

立刻把体温计伸向他额头，“36.7℃，正
常”。与此同时，机务员唐伟强走上车，将

“春运 2线”的线路牌放到车头，提起消毒
壶，为车厢地面和扶手喷洒消毒液。这是当

天的申川专线末班车，也是春运 2线头班
车。开往川沙汽车站，单程 39公里，要开近

2小时。每辆车每次驶入终点站，都会接受

全面消毒。
1月 28日、29日，上海开通 35条彻夜

不眠的春运专线，覆盖火车站、机场和石洞
口码头等枢纽站点，服务深夜返程客流。市

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公交科科长陆晨介
绍，12条为原有日间线路的通宵加班车，15

条由夜宵线调整而来；8条是新增的专线。
金炜昨天 22时到岗，先为调度室消毒，

再检查办公桌上的防疫物品：一瓶酒精棉
花，方便驾驶员和乘务员手部消毒；一叠宣

传单，写有多条防疫知识；一盒免费口罩，

“如果乘客没戴，就送一个”；额温计则多达 4

个，“要为所有乘客量体温，多备几个，以防
大客流”。随后，他去观察火车站出口大屏，

了解当晚列车情况。“不少安徽阜阳人在川
沙打工，需要特别留意相关车次。”金炜说，

往年此时，春运专线常常满座。而今年开通

前四晚，日均客流不足 15人。

0时 18分，首名乘客出现。1时 30分，
今天第一班春运 2线发车，除了 2名司乘，

车内还有 6人。“哪怕只坐一个人，我们也

会坚守岗位，为半夜回沪乘客留扇车门。”

六车队车队长康建中说。 首席记者 曹刚

  截至2月1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
告确诊病例14380例，现有重症病例2110例，累

计死亡病例30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28例，共

有疑似病例19544例。 据新华社电

全国累计确诊14380例

疫情通报

    本报讯（记者 左妍）2月 1日 0-24时，上海

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 78例；
新增确诊病例 24例，其中 1例病情危重。确诊病

例中，外地来沪人员 6例，本市常住人口 18例。
截至 2月 1日 24时，上海市已累计排除疑

似病例 374例，发现确诊病例 177例。确诊病例
中，男性 89例，女性 88例；年龄最大 88岁，最

小 7岁；109例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4例有湖

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62例有相关确诊病
例接触史，2例无湖北接触史；外地来沪人员 74

例，本市常住人员 103例。
目前，155例病情平稳，7例病情危重，4例

重症，10例治愈出院，1例死亡。尚有 168例疑
似病例正在排查中。昨天出院的马某某，是本市

第 10例治愈出院的患者，77岁，武汉户籍，有
武汉居住史，因反复咳嗽、发热在本市就诊，于

1月 26日确诊。

    新冠病毒疫情拐点何时出现？这是一个

全中国都关心的话题。

“从现在来看， 拐点可能很快就会到

来。”“整体上 2至 4周内拐点可能会出现。 ”

“可能正月十五前后出现。 ”近日，中国工程

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薇，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中国疾控

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流波等均发表了相
近的看法。

专家的判断，让人亦喜亦忧。 喜的是曙
光初现；忧的是，掰着手指算一下就知道，拐

点很可能和返城返工的节点一起到来，这是
一场硬仗。正如张文宏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所

言， 从 1月 23日启动武汉封城到元宵节将
超过两个星期，正好覆盖潜伏期，该发现的

病例全部发现，原则上将出现拐点，但后面
可能还有一波，这一波考验我们元宵前的防

控工作，如果防控得不好，又会出现一个高

峰，这个高峰有多高，取决于第一阶段的防

控效果。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

要？谁能想到，曾经歌中吟唱的词句，竟成了
眼前的现实问题。 所有人都清楚，生活工作

还要继续，春节不可能无限延长，返城返工
的大潮必然会很快到来。一个服务人口超过

3100万的超大城市，抗击疫情的压力可想而

知。 拐点和节点几乎同时到来的时刻，上海
脍炙人口的精细化治理能否一如既往地经

受考验，发挥“定盘星”的作用？

今天， 上海开始启动口罩预约登记购

买。 随着流入城市的人越来越多，交流接触
的机会越来越大， 口罩是必不可少的防护

品。这也是上海市政府对口罩购买方式苦心
孤诣谋划的原因。 任何一种方案，都不可能

最完美。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把粗线条的
总体方案细化成最适合本地区群众的细则，

考验着基层工作者的“绣花”功夫。

如何错峰预约避免预约人流扎堆？预约

场地如何设置才能最大限度避免交叉感染？

用哪些证明材料防止重复预约确保公平？人

户分离和租房居住的情况怎么办……昨天，

陆续有不少居委会拿出了自己的做法，回应

公众焦虑与关切。

一些街道还在探索信息化手段。比如黄

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公众号上线 “疫情防控”

界面，居民预约口罩可少出门、不排队、不扎
堆。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也公布了线上预约

登记购买口罩方法，对于每天的预约相关情
况，通过微信公众号、居委会张贴公告等形

式进行线上线下公示。少部分老年人通过手
机预约存在难度的， 也可前往所在居委会，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填表完成预约登记。可
以说，想得很细，考虑得很周到。

口罩购买只是一个环节。 接下来，需要
直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返程车流的积压

如何有效化解；大批客流到站出闸如何快速

检测体温避免交叉感染；类似轨道交通等人

员集聚度高的密闭空间如何确保干净安全
等等，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基层工作者想办

法，开脑洞，化解难题。

近日， 北京清河火车站采用了一套 AI

多人体温快速检测解决方案，通过人脸关键
点检测和图像红外温度点阵温度分析算法，

在一定面积范围内对多人额头温度进行快

速筛选及预警，解决了佩戴口罩及帽子造成
的面部识别特征较少的问题。类似的高科技

手段上海能否应用，也值得探索尝试。

大疫当前， 基层工作者的压力成倍上

升，大批党员干部增援一线，如何在确保他
们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社区疫情防控？ 这不

仅是决策者要考虑的问题，也需要全社会共
同思考、全力配合。 毕竟，这是一场全民“战

役”，我们虽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都有着
不同的责任。 履行好这份责任是制胜关键，

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拐点与节点 潘高峰

    上午，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市一医

院副院长郑军华接受本报记者电话连线采访
时介绍，武汉两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在上海

援鄂医疗队的精心诊治和细心护理下，经评估，
符合国家卫健委最新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昨天出院。
“他们也是上海医疗队赴鄂救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中的首两例病愈。”

“进入金银潭医院以来，我们护理患者 268

人次，其中重症患者 41人次，危重患者 98人

次，收治新患者 4人。”郑军华告诉记者，“我们
还开展了病区内的第一例气管插管及 ECMO的

使用，使医疗队对危重症的救治的能力有了进
一步的提升。”

“医疗队从各个细节方面关心队员的身心
状况。强调零感染的目标，要求队员及时汇报

身体状况。”郑军华表示。昨天是一位队员的
生日，医疗队买了蛋糕，集体为他庆祝。

记者另外获悉，截至昨晚 10 时，已有 42

名队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本报记者 郜阳

上海专家治愈
两名武汉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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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上午从虹桥机场、上海火车站和高速公路发回现场报道

返程一路畅通 防控全力配合

客流缩水 消毒不打折
上海开通35条春运公交专线服务深夜返程客流

■ 春运线驾驶员对车厢进行消毒 记者 陈梦泽 摄

    铁路、航空、公路⋯⋯人们选择各不相

同的方式，从四面八方陆续回到上海，或长
或短的路途中，收获了哪些真实感受？今天

上午，本报记者从虹桥机场、上海火车站和
高速公路上发回现场报道。

想早点上班 测温挺管用
来自安徽寿县的杨先生今晨坐火车抵

达上海站，21岁的他第一次来上海打工。

“想投靠上海的亲戚。今年用工比较紧张
吧？所以不怎么担心找工作的问题。刚开

始，还是想找外卖骑手或快递员这样的工
作，上手快，收入应该也不错。”当被问及为

什么不多等几天再外出务工时，小伙子说：
“总要想办法谋生吧，自己多注意防护就

行。”初到上海，他对铁路部门的疫情防控
措施比较满意。“每一个出站的人都要经过

两道体温检测，是那种红外测温。我还在想
这东西管不管用，前面就有一个人被拦了

下来，原来是因为他带的保温杯里有热水，

机器就报警了。”

红外线设备 保通行顺畅
“边走边测体温，很方便，青岛流亭机

场也是这么操作的。”9时 50分，从青岛飞

回上海的赖女士说，红外线感应测温十分
便捷高效。机场工作人员介绍，所有人都需

要通过体温测量方可进入虹桥机场。接受
测温时无需停留，如果发现来往乘客温度

有异常，一旁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会立
刻跟进。

赖女士乘坐的是早上 8时 05分的航

班，担心测温要排队，特意提前两个小时到
机场，结果发现值机流程特别顺畅，航班提早

五分钟抵沪。机场有点冷清，是不少乘客的共
同感受。赖女士的航班上座率约八成，从重庆

飞来的小何说，飞机上的空座比较多。

服务区泡面 拿回车里吃
记者从湖南衡阳驱车近 1200公里后，

今天上午回到上海。一路几乎全速前进，经

停江西抚州、浙江平湖等服务区，见到的车
子很少，彼此尽量拉大距离。餐饮店都关着

门；进超市要先测体温；偶见食客，端着刚
泡好的方便面，回车里吃。

7时 50分，接近 G15浙沪检查点，导

航提醒，前方排队约 400米。驶近后发现，
只需等几辆车。工作人员熟练地量体温、细

询问，即放行，不到一分钟通关。在旁边的

复检点上，市交通委执法总队七支队支队
长黄铠介绍，从湖北或经由湖北来沪以及

体温异常的人员，要接受复检。
9时许回到小区，未进家门，先去居委

会报备，登记健康信息。

启东到杨浦 一个半小时
今天上午，记者从江苏启东出发回上

海。行李箱里有口罩、免洗洗手液、消毒酒

精、一次性手套，外加一瓶除菌洗衣液。
担心堵车，7 时 40 分出门，G40 高速

上一路畅通。8时 10分至沪苏省界检查
点，多名工作人员手持额温枪，逢车必检，

人人测温。或许是因为出发得早，不过两三

分钟，便驶入上海崇明段。提前做了功课，
得知来沪人员需提前登记。昨晚特意在“健

康云”微信公众号完成填报，涵盖身份信
息、居住地址、出发来沪、沿途经停等内容，

填完会收到二维码核验短信。沪苏收费站
旁也有“关注上海健康云可快速申报通过”

的提醒。回到杨浦的家中，9时 10分，全程

一个半小时。 本报记者 曹刚 金志刚
杨硕 罗水元 陆佳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