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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3日，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

复元坊居民区的蒋阿姨，拿到了社区
红玫瑰巾帼志愿者张艳送上门的 5

个口罩，拉着张艳的手不停地表示感
谢。“这个春节我都不敢出门，我年纪

大了，去药房排队实在吃不消，可是
没有口罩，我连去医院配药都不敢

去。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登记，志愿者

还帮忙送上门，真是太贴心了。”送好
蒋阿姨的口罩，张艳又马不停蹄地将

她代为购买的其他 24户人家的口罩
逐一送上门：“用我一个口罩‘换来’

25户的口罩，值！”
记者了解到，复元坊小区是一个

老式小区，老年居民占居民区人口的
28%，电子设备使用率低，在居委会

登记的方式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认可。
为了帮居民们减轻负担，这个春节期

间一直活跃在居民区抗疫一线的红

玫瑰巾帼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艳，主

动向居委会提议，我们可以帮助有需
要的居民代买口罩。这一提议得到了

吴冬妹、贾顺英、陈秀娥、王爱萍等队
员的一致赞同。于是，在复元坊居民

区的口罩预约登记现场，又多了一张
桌子，在登记完口罩预约后，有需求

的居民可以把预约单交给红玫瑰志

愿服务队，队员轮流每日根据可购买
的号码，帮助购买好口罩并送上门。

2月 2日登记第一天，根据药房
配额，复元坊居民区分配到了第一批

46户家庭的额度，其中有 25户家庭
有代买需求。2月 3日中午，张艳在

忙好居委会的口罩登记之后，到药房
帮助购买了当日的 25份口罩并一一

送上门，回到居委会准备投入下午的
志愿服务工作。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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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日上午 8时 30分，本市各

社区开始接受预约购买口罩。记者来
到位于御翠园的浦东花木街道联洋

第三居民区时发现，这个居民区却静
悄悄，直到当天上午 11时，都没有一

个居民来排队预约，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从 2 月 1 日起，花木街道
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等发送了

此次预约登记的方式：全部采用短信
预约、先到先得的“云预约”方式，避

免了排队等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

花木街道社区综合事务办主任
余冰清介绍，原来，从前天开始，花木

街道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等发送

了此次预约的方式：从 2020年 2月 2

日 8:30起，需要购买口罩的居民，请

以户为单位发送短信到指定号码，短

信内容中包括：居委代码+居委名称+

居住地址+姓名+证件名称+有效证件

号码。预约以发送短信时间为序，预
约登记情况将及时公开，接受监督。

预约成功后，居民可在接到居委会通
知后，带好登记的有效证件及时到指

定药店购买。也就是说，预约成功的

居民“最多跑一次”就可以买到口罩。
不仅如此，根据不同小区的居民

特点，居委干部还研究出了口罩预约
成功后的“加持”服务。联洋三居民区

社区干部告诉记者，因为小区里户数
较少，居委干部还将为预约成功的居

民统一“代购”，居民仅需到物业、大
门口保安处领取即可。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嘉定区外冈菜场和望新集贸市

场共有约 120家摊位，每天担负着周
边居民的“菜篮子”供应。2月 3日，节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两大菜场恢
复全天营业的第一天。

一早，外冈菜场就迎来了络绎不

绝的“买汏烧”们，在菜场管理方前期
的宣教引导下，所有的摊主和工作人

员都已统一佩戴上了口罩。菜场进口
处张贴着“未戴口罩禁止入内”的警

示语，一旁联勤队员和菜场工作人员
则向没有戴口罩的市民分发“菜篮

子”特制口罩。“一个上午大概分发了

60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离开
菜场之前，这些口罩也必须统一回收

到专用垃圾桶里。”
原来，节假日期间，菜场负责人

顾洁在走访检查菜场疫情防控过程

中发现，仍有一部分市民没有佩戴口

罩。菜场就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一

旦发生交叉感染，防控难度极大，这
项工作必须提上公司议事日程。“买

不到口罩我们就自己做！居民不戴口
罩，我们就发到他们手里，一定要确

保菜场里进出的每一个市民都戴上
口罩。”

一声令下，公司 20多名党员积

极响应。有的准备材料，有的购买物
资。2月 2日下午 1时，大家相约在会

议室，参考网上视频教程，摸索着开
工了。家里有宝宝的带来了质量相对

较高的婴儿棉柔巾、洗脸巾；会针线
活的承担起了缝制的任务；男同胞则

包揽了穿针引线的工作。大家边摸索
边制作，从“粗放型”到“舒适型”再到

“精致型”⋯⋯短短一个下午，200个
口罩顺利“诞生”并输送到菜场“一

线”。 本报记者 杨洁

    “预约登记用掉一个口罩，领购

买凭证用掉一个口罩，去药房再用掉
一个口罩⋯⋯”为了避免出现如网友

调侃的不利影响，杨浦区江浦路街道
打通药房、居委、居民三个环节，首创

在官微上进行预约登记，除了两个动
迁居委仍需线下办理，其他居委实现

了官微线上登记预约的全覆盖。功能

上线短短半天，已有 350户居民在“hi

大连路”官微登记，这样，他们仅需去

药房跑一次，就可以顺利买到口罩。

在云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益
技术支持下，江浦路街道首先在阳明

居委会试点在官微登记。居民只要扫
描二维码，在线提交预约信息，居委会

通过实有人口统计等系统进行比对，

确保居民网上预约信息真实有效后，
就会将预约凭证通过小程序发送到居

民手机上。居民前往药房，工作人员扫
描预约凭证确认后便可发售口罩。

网上预约不仅可以减少居民区

预约登记排队造成的人员聚集，降低

交叉感染风险，也帮助居委会减轻了
纸质数据转电子数据、打电话通知等

重复劳动，在居委下次开展第二轮口
罩预约时可以重复使用这些数据。

同时，杨浦区还有一些街道也因
地制宜，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减少市民出门频率。殷行街道开鲁二

村居委会借助微信和电话，让居民在
微信小程序中填写电子表格，居委干

部会实时开展后台核实，对不符合条
件的进行电话告知，对信息不全的电

话联系补充，对条件符合的按信息提
交时间排序后汇总成表。然后，居委

干部每天根据药店口罩分配量，梳理
有购买资格居民的名单，发送短信将

预约码告知居民，再形成口罩购买资
格表提供给药店作为签收凭证。通过

让“数据多走路，居民少出门”，实现
居民购买口罩“最多跑一次”。

本报记者 孙云

预约单交给
志愿服务队代买跑腿

第
二
十
计

“菜篮子”

供应特制口罩
手工定制

第
廿
二
计

“最多跑一次”

就可买到口罩
短信预约

第
十
九
计

街道官微
首创线上预约

官微登记

第
廿
一
计

    “戴不戴口罩是我自己的事。 ”

“不戴口罩关你啥事？ ”如果还有人
这样喋喋不休，那真是法盲了。这场

疫情阻击战，已经到了“防输入、防
传播、防扩散”的关键阶段。“出门戴

口罩，社会都平安”，必须成为当下
公民的基本素养和义务。

去公共场所不戴口罩， 你可能

要摊上大事。 这不是危言耸听。 2月
4日，宁波通报确诊病例，一男子未

戴口罩买菜，与另一确诊患者接触，

被感染就发现在这短暂的 15秒时

间之内。 这说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

播力极强， 警醒人们去公共场所务
必戴上口罩。病毒无孔不入，危险就

在身边，传播顷刻之间。

几天来，湖北孝感警方对于干扰
疫情防控的行为出以重拳，刑拘 2人、

行政拘留 53人，其中多数人是因为不

戴口罩且不听劝阻而导致严重后果。

在疫情暴发的特殊日子里，一定

范围、一定程度地隔断人员往来、隔离
相关人群，这是有着充分法律依据的。

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也都有相关规定。

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里，对于遵守公共
秩序和尊重社会公德也作了规定。

防控疫情的当下，最基本的公共秩
序和社会公德就是 “出门戴口罩，

居家保安全”。 这是公民法定义务
的内涵，而不是什么对公民权利的

“限制”。

必须提醒的是， 上海警方在日
前发布的通告里，也是援引了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突
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规定， 对疫情

防控期间拒绝执行相关检测、 居家
隔离、 集中隔离观察措施等违法行

为作了列举。今天上午，上海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力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为
落实最严格防控措施提供强有力法

治支撑。 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
法治意识， 才能保障疫情防控顺利

开展。

出门戴口罩、 接受必要的体温

检测、 远行归来自觉在家里隔离一
段时间，这不仅是文明素养，更是非

常时期公民应尽的义务。

戴不戴口罩，不能你说了算
王 蔚

    本报讯（记者 左妍）在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
佩戴口罩是有效防护措施之一。

但因需求量大，需要大家用好每
一个珍贵的口罩。作为普通市民，

如何科学、合理地重复使用一次
性口罩？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

任吴立明主任医师介绍，重复用

口罩，“三要三不要”。
口罩重复使用，三个要点：

■ 只能重复佩戴自己使用
过的口罩；

■ 每次使用后，可将口罩置

于清洁、干燥通风处，或单独放在
清洁透气的纸袋中，避免被污染；

■ 要适当控制重复使用的
次数，不应过多。

如下三种情况，不要重复使
用口罩：

■ 戴口罩去过医疗机构，近

距离接触过有发热咳嗽症状者、

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 居家医学

观察者、疑似或确诊病例；

■ 口罩被血液、 鼻涕等污

染，或变脏、有异味；

■ 口罩出现破损或变形（特
别是硬质口罩）。

另外，提醒大家，一般不需
要对重复使用的一次性口罩进

行消毒处理，尤其不能水洗。如
有特殊情况，建议可利用家用紫

外线消毒器或家用食具消毒柜

中的紫外线方式进行消毒。消毒
时应按照产品说明书操作，并注

意将口罩展开，食具消毒柜内不
要放置潮湿的碗筷，也不要使用

加热功能（避免出现安全问题），
再次佩戴前应仔细检查是否有

破损或老化。

重复用口罩，三要三不要！

    随着复工日

期的临近，楼宇和
社区加强防范措

施，办公楼宇必须

戴口罩、测体温才
能进门，有些还在

楼宇门口放有专
门的洗手液，做好

防疫措施。

图为进入恒
隆商务楼的外籍

人员在用消毒液
洗手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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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口罩那点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