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洁）记者今

天从上海市大数据中心获悉，2月
24日起，上海市所有线下政务服

务大厅启用随申办“随申码”服务，
办理业务的人员需要出示“随申

码”，显示绿色方可进入大厅。此举
是为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精

准防控工作，高效管控线下政务服

务大厅。
近日，上海市“一网通办”上线

“随申码”功能，在线下园区、街镇等

多个场景试点应用。“随申码”分为
红色、黄色、绿色三种，动态管理，其

中显示绿色说明是未见异常或已解
除医学管理措施的人员，可以通行。

同时，相关部门建议近期企业
群众以“网上办、预约办”为主，可以

通过“一网通办”总门户、“随申办”

APP、“随申办”微信小程序、“随申
办”支付宝小程序等网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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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决决打打赢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随着返沪人员增多，公共场所

的防疫工作面临更大压力。作为老
百姓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主要采购

地，超市的安全如何保证？戴口罩、
测体温、增加消毒频次、取消现场试

吃⋯⋯各大超市均采取了各种手段
做好防控工作，但记者走访本市部

分超市后发现，高峰时段，超市里的

消费者相比复工前明显增加，生鲜
区域、收银台是人员排队的主要聚

集地。

购物环境全面消毒
“您好，请测量一下体温。”在家

乐福古北店，工作人员站在入口处，

为每一位进入门店的顾客测量额
温，确认体温正常后才放行。而在世

纪联华门店，地上还设有一米线，提
醒顾客排队测温，保持合理的距离。

走进门店，顾客最多的地方就

是生鲜区。相比其他区域的“北欧
式”购物，这里往往聚集了大部分采

购蔬菜、禽肉和水果的顾客，也因此
成为了全场消毒的重点。

“我们所有的门店在开店前或
闭店后，都会完成一次环境的全覆

盖消毒，而在经营时段，则会对购物
篮、手推车、手扶电梯、收银线、存包

柜等设施器材进行阶段性的清洁消

毒，一般是两小时对区域和设施进行

一次消毒。”记者从联华超市获悉。
此外由于超市人流较多，对于

和顾客打交道较多的岗位，在口罩
之外企业还会配发一次性手套、雨

衣等防护用品。生鲜区域的员工则
必须佩戴一次性手套后，再为顾客

服务。

高峰客流出现聚集
除了对环境和员工防控到位，

对于客流的管理也很重要。根据闵

行区华漕派出所的统计，作为服务
区内唯一一家拥有大客流的卖场，

开市客正常时期，日均顾客人数大
概在 1.6万左右，疫情期间依旧有

1.1万左右。

“本来想趁没有完全复工前人
会少点，没想到还是那么多人。”网

友“滴滴嘟嘟 2007”拍摄的照片显
示，开市客大排长龙，蛋糕、肉类区

域水泄不通，停车场转几圈才找到
空位。有网友表示，不但收银台前排

队的顾客不少，羊角面包、烤鸡等热
门商品前甚至需要排上一两个小时

的队伍才能买到。
此外还有市民向本报反映，作

为生活用品主要购买地，最近超市
普遍客流不少，但部分超市没有开

足收银台，消费者需要排队等候，造

成了人员聚集。

严守“一米线”规定
在疫情防控时期，市民应尽量

减少外出，但难免家中必需的食物

或其他消耗品存量不足，外出购物
是无法避免的。在外出购物的过程

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购物不扎
堆，排队“一米线”，尽量使用自助平

台结算或者手机支付，做到速战速

决，减少在购物场所逗留的时间。
事实上，申城大部分超市已经

引入了自助收银机，德国超市奥乐
齐上海门店还引入了扫码购，顾客

在店里挑选后，自己就能用小程序
完成扫描条形码并支付，而无需再

去收银台。特殊时期，建议市民还是
多使用自助购物的方式，排队时严

格遵守“一米线”规定，同时尽量做
到错峰购物，面对春光还是要再多

屏几天。
而对于开市客的客流聚集情

况，据媒体报道，闵行区华漕镇已表
示，已委派专人全程监督开市客超

市运行情况，紧盯薄弱环节排查六
方面风险点，如发生人员相对集中

情况，提示企业及时调整。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沪上卖场人流回潮，防疫压力有增无减———

购物付款，请保持“北欧风”
上海政务服务大厅
明起全面启用“随申码”

    “小朋友过敏性鼻炎发作，家里

有芙必叮，可以吃吗？”正值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键阶段，带孩子去医院

看病怕有风险，市民崔女士 20日打
开了上海市儿童医院的线上问诊平

台，很快收到了呼吸科医生回复，“可
以吃，但建议不要超过两周。”

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申康医

院发展中心了解到，上海 38家市级
医院已全部开通互联网线上问诊，

减少不必要的医院往返、逗留与交
叉感染，同时开通的还有门诊全预

约服务。互联网已成为疫情防控的
“第二战场”。

发热别急忙去医院
本月，国家卫健委多次发文，鼓

励开展互联网诊疗进行疫情防控，

要求针对发热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
咨询。之前，上海市卫健委、申康医

院发展中心已率先行动：全市首批
8家市级医院加班加点进行技术升

级改造，1 月底即推出了互联网线

上咨询问诊服务；如今，全市所有医
院均已加入互联网咨询问诊队伍，

只要一部手机，在家就能轻松“跑
遍”医院。

这批医院中，既有综合性大医
院，也有治疗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

既有专科医院，也有中医医院。
徐汇区中心医院 1月 31日启

动微信小程序“新冠工作室”，免费

向公众开放新冠肺炎咨询、疫情防
护科普和在线义诊服务。突然发热、

咳嗽了，要不要去医院？这是很多市
民纠结的问题。如何缓解公众恐慌，

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医院逗留和交叉
感染？中山医院徐汇医院院长周俭

表示，下载“徐汇云医院”APP，就可
预约线上门诊，还可与在岗医生

“面对面”视频看病。“现在，越来越

多的老年病人开始在网上咨询
了。”周俭说。

日常诊疗问题更多
疫情隔离了人与人的空间距

离，互联网医疗却打破了这个距离。

华山医院门诊服务号开通“新冠病
毒咨询”服务后，125名党员报名参

与，涵盖 47个科室，在休息时间为
网友提供在线解答。由于疫情趋于

平稳，近期咨询的“新冠”问题有所

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常规诊疗
问题。比如，“门诊取消的话如何到

医院配药？”“皮肤科门诊开吗？我得
了皮疹咋办？”“我爸爸的 CT报告

没取，等疫情结束后还能取吗？”有
了医生专业的分析，也让许多网友

心定。截至 2月 20日，华山的医生
们已回答问题 5500多个。

目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新

冠肺炎在线咨询平台页面总访问量

达 11万人次，医院结合患者临床普
遍需求，增加了眼科、泌尿外科、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肿瘤中心、神经内
科、医学心理科、脊柱外科等科室的

在线咨询模块，由各科室组建的医
生团队在每周一至周五 8:00-20:00

期间提供在线问答，新增了 112名

医生参与。此外，医院还特别设置了
“新冠科普”栏目，邀请权威专家录

制 30-60 秒的“抖音风”科普小视
频，为患者普及抗疫知识。

在上海市肺科医院，除了新冠
肺炎的咨询，医院所有的临床科室

均开放线上咨询服务。相关负责人
表示，肿瘤患者的保障不曾暂停，化

疗、放疗和靶向免疫治疗均在正常
开展。线上咨询最新数据显示，新冠

肺炎相关咨询占据 25.4%。肺部肿
瘤咨询则超过 50%。

疫情期间，公众的精神压力也

受到关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

设在线问诊服务，共接受在线咨询
4000余人。此外，市民登录“上海健

康云”APP也可以获得免费的心理
咨询师专业服务。上海市卫健委党

组书记黄红说，上海创新服务模式，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应对疫情

防控，几大线上平台的启用，将有助

于形成合力，合理分流患者，降低交
叉感染风险。

预约就诊是大趋势
受疫情影响，春节后各大医院

门诊量持续处于低位。曾经“破万”

的日均门诊量，已跌至 2000-3000

人次。人挤人的场面也不再出现。市

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郑锦表示，各大
医疗机构实行全预约及实名制就

诊，分时段预约、分时就诊，减少人

群聚集和交叉感染。
什么是全预约？就是说，所有的

门诊都要先预约再挂号。哪怕是人

到了现场，第一步也是走预约程序。新
华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医院的

线上咨询已有了近 10万的访问量，门
诊全面开放的那几天，由志愿者在院

门口手把手教老年人预约门诊。除了
市级医疗机构外，社区的预防接种

门诊也采取了分段预约方式。

疫情考验就诊模式
疫情期间，信息爆炸，随之带来

恐慌情绪的蔓延，科普和辟谣成为

大众的刚需。专家认为，全市 38家
医院迅速亮相网络战场，加速了用

户对在线问诊使用习惯的养成，对
控制疫情、合理分流患者起到关键

作用。

实际上，不仅上海，国内多个省
市的经验中都可以发现，疫情中互

联网医疗价值凸显。实体医院运用
简洁的微信小程序、服务号功能，实

现医疗资源从线下向线上迅速转
移，也使得医疗机构间、机构与政府

间的协作更高效。
据透露，去年，本市市级医院之

间率先实现部分医学检验项目、医学
影像检查项目和影像资料的互联互

通互认。今年，在确保医疗质量和安
全的前提下，将全面实现公立医疗机

构间医学检验结果、医学影像检查结
果和影像资料的互联互通互认。

将来，成熟的互联网医院可实
现网上就诊、开处方、就近药房配药

或配送等一系列流程，基本解决一
大部分慢性病患者的就医需求。经

过此次疫情的考验，在政府推动、业
务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实体医院尤

其是公立医院的意识正在转变，互
联网阵地将成为下一个“主战场”。

本报记者 左妍

互联网就诊模式疫情中悄然开启
上海 38家医院亮相“主战场”实行“全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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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者得了新冠肺炎是否更危险
    问：肥胖的人如果得了新

冠肺炎，是不是更危险？

答： 中老年人、肥胖人

士、有基础疾病患者如果得
了新冠肺炎，容易进展成重

症和危重症。所以救治的关键和

难点，是防止轻症患者转为重症

和危重症。

记者 左妍 （据采访中山医
院感染科胡必杰记录整理）

    问：复工后，单位如果发现了

确诊病人，应该怎么处理？

答：首先全面了解确诊病人

最近接触了哪些人，去了哪些地
方，对密切接触者实施集中隔离

观察。观察期间，密切接触者如
发现有健康问题，应立即就医。

如果确诊病人有可能在企业或

单位里广泛传播病毒，就要对企
业或单位采取一定措施。如发现

较早，同时对密切接触者又采取

了严格医学观察措施，则不需
关闭该企业或单位。（据央视新

闻 采访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负责人贺青华消息整理）

复工单位如发现确诊病人怎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