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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疫情发展迅速
上海不必过度担忧

    3月 11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 15例，其中湖北新增确诊病例 8例

（武汉 8例）。新增死亡病例 11例（湖北 10

例，陕西 1例）。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 6例（广东 3例，甘肃 2例，河南 1例）。
截至 11日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

例 14831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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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新增确诊病例8例 上海昨无新增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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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被“逼”出来的新招或成制胜法宝
上海互联网企业多项举措促消费

    本报讯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昨天上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复市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市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

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

察疫情防控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为进一步
做好当前防控工作指明了方向，激励广大干

部群众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双胜利。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上海实际，
始终做到坚定、清醒、有为。要慎终如始，不

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

细各项防控工作，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持
到底。坚决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在特殊时期

体现特别担当。要统筹兼顾，再接再厉、善作

善成，以更加精准有力的措施持续巩固疫情

防控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状态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

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境外疫情扩散带
来的风险挑战，坚持从严从紧、精准有效、依

法有据，毫不懈怠地做好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
作。要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加快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全力帮助企业克服困难、

增强信心，积极推动员工返岗和企业达产。
会议指出，要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更大

功夫，全力以赴做好确诊患者医治和疑似病
例筛查工作。要加强科技攻关，充分发挥科研

院所、医院、高校、企业等各方面作用，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会议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全力
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妥善处理疫

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化解矛
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始终做到坚定、清醒、有为

更精准巩固防控
更有为推动发展

    李强主持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重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左妍）3月 11日 0-24

时，上海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
11例；无新增确诊病例。今天上午新增治愈

出院 1例，曾为危重症患者，经多学科专家
团队积极救治后治愈。确诊病例中，现有 20

例在院治疗，其中 12例病情平稳，8例病情
危重；321例治愈出院；3例死亡。尚有 34例

疑似病例正在排查中，其中 17例是通过联

防联控机制发现的境外输入型疑似病例。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蔡骏）
中国-WHO联合专家考察组成员、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表示，本市新增病

例数维持在一个低位波动，关键是整个流行
趋势非常稳定，可见防控的成效非常好。

当前，海外疫情发展非常迅速。作为一
个重要的口岸城市和对外开放城市，上海确

实面临巨大的疫情输入风险。“但是我们不必

过度担忧。”吴凡表示，上海已经把前期国内
防控的有效措施应用到入境防控工作上，重

点国家人员入境，隔离 14天，实行封闭式管
理；非重点地区人员登记信息，主动对接目的

地，无缝衔接地开展健康管理。上海主动跨前
一步，体现了上海市的担当和大局观。

（发 312报纸）闻玉梅、张文宏、吴凡等上海 12名医学专家发布《疫情防控健康科普上海专家共识》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蔡骏）
在昨日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代表本

市 12名医学专家，发布了《疫情防控健康科
普上海专家共识》，全文如下———

抗击新冠肺炎，是一场人民战争，健康
科普是有力武器。如何激发全民参与、调动

社会力量，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同

时解疑释惑、安定人心、消除恐慌？关键时
刻，医学专家要挺身而出！面对疫情，民众健

康意识空前高涨，医学专家要抓住时机，大
力推进健康科普！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 公众的健康素养对疫情防控极其重
要。 医学专家在参与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疾

病预防、科研攻关的同时，要致力于健康科
普，用健康科普这个特殊的“药物”，帮助市

民抵御疾病传播。

■ 健康科普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遇

到突发传染病，民众难免出现焦虑、恐慌情
绪，不容易识别谣言。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

公开， 信息公开透明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原
则，健康科普是信息公开的有效手段。

■ 健康科普既要重视理念引领，也要注
重实用性和应知应会能力的培养， 比如六步

洗手法、 口罩正确佩戴法； 既要提高健康意
识，更要改变行为习惯，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 健康科普的实质是学术大众化，健
康科普要通俗易懂，讲“人民的语言”，把深

奥的知识讲浅显， 将复杂的道理弄简单，使

枯燥的内容变有趣。

■ 健康科普平台很多，舞台很大，医务人

员要不拘一格做科普，线上线下相结合，可以在
发布会上讲科普，在健康课堂做讲座，在新闻媒

体发文章，也可以拍短视频、玩微信、发抖音。

■ 健康科普是基础理论、临床经验、实

践能力等综合体现， 健康科普有利于锻炼、

提升业务能力，青年医务人员要积极投身健
康科普，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更快成长成才。

■ 健康科普要讲“双重性”，既要讲医学
技术的进步、医学成就的伟大，也要讲医学的

局限与无奈，引导市民合理预期。对新冠病毒
既要重视防护、消毒，也不要防御、消毒过度。

■ 健康科普要通俗， 但不可低俗、媚
俗，不能放弃科学、严谨、专业的底线，做科

普，“三观”正确很重要。

■ 医务人员要做有情怀、 有温度的科

普，人文科普是健康科普的更高境界。

■ 健康科普要加强机制化建设， 将医

务人员做科普纳入工作绩效评价，为健康科
普注入持久的动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没有人是局外
人！医学专家、专业机构要发出权威的声音，

动员民众参与。我们号召更多的医务人员投
身健康科普，形成健康上海行动的最大社会

公约数，使民众在疫情面前更镇定、更理性、
更自律，使上海市民的健康素养进一步提升！

新机遇寻找
   复工复产复市进行中。从多个消费报告可

以看出，报复性消费已初露端倪。疫情期间，
拼多多、小红书、饿了么等上海互联网企业推

出的多项举措，在促进消费方面成效显著。更
难得的是，有些被“逼”出来的新招或将成为

企业未来的制胜法宝。

市长县长直播助农
宅家有宅家的需求，复工有复工的“购物

车”。拼多多对平台消费数据尤其是三线以上

复工密集城市的消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白
领复工 10大热销商品”榜单。其中，既有口罩

及相关衍生品，又有自热饭盒、眼影盘等吃用
相关商品。不少长期宅家的消费者即将面对

久违的同事，因此美妆、潮鞋服饰等商品也迎

来爆发式热销。
一直以来，拼多多主张以“性价比”为核

心的新消费。为刺激消费，拼多多 2月 27日至
29日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百亿补贴节”，第一天

App首页入口活跃用户数就超过了 1.1亿，多
款大牌商品“上线即秒光”，如一款补贴后的名

牌口红，12个小时售出 2万多件。中国消费内
需市场的深度和韧度由此可见一斑。随着全面

复工到来，消费将会进一步反弹，而品质优良、
性价比高的商品将成为新的消费爆发点。

一些为疫情量身定做的新举措，有意无

意打开了商家的新视野。比如，为帮农民卖
菜，拼多多 2月 10日上线“抗疫助农”专区，

截至 3月 6日 12时的成交订单达 760万单，
售出滞销农产品近 8000万斤。

以往直播带货，更多的是“李佳琦”们。而
拼多多试行的“市长县长直播助农”，效果与

网红相比毫不逊色。3月 4日晚 8时，江西寻

乌县县长杨永飞走进拼多多和央视新闻直播
间，给当地农民黄洪林的店铺当起了“临时主

播”，为寻乌百香果代言。半小时内，直播间就
涌进 100多万消费者，央视新闻全网平台观

看直播的观众更是超过了 1000万人次。当天
店铺即卖出 5万多斤百香果和脐橙。现在，更

多市长、县长都表示愿意“直播带货”，因为他
们看到了这种方式省去中间环节、直接触达

消费者的好处。

线上种草线下拔草
另一家互联网企业小红书提供的消费场

景是“线上种草、线下拔草”。很受年轻人喜爱

的小红书生活方式平台，目前月活用户超过 1

亿。在全民宅家抗疫期间，小红书通过美食、

运动健身、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话题运营，
带动相关领域内容快速增长。这些笔记既为

宅家生活提供了乐趣和指引，也帮助品牌突

破区域和已有用户，发现了新的消费驱动力。
刚入驻小红书加入直播公测的连锁火锅

品牌捞王，直播内容是“生活味”十足的教你

做菜。这样的形式成为餐饮企业除临时转型

外卖、半成品销售、食材销售外的另一种自救
方式。众多小红书用户围观直播后感慨：“原

来捞王的大厨是这样做菜的”，并表示“等疫
情结束，一定要去捞王吃一顿”，也有用户喊

话捞王：“何时来我的城市开店？”
对线下品牌来说，疫情期间带动线上销

售的短期止损，可以视作良性的、有效的止损

措施。而如何更好地为疫情后的消费服务，才
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小红书在消费决策社区

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典型的“线上种草、线下拔
草”链条，在“种草平台”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大

量“拔草”的过程往往在用户日常生活中完成。
截至 2020年 2月，小红书上有超过 95

万条“探店”分类下的笔记，在社区平台中形
成了独有的特色。数据显示，1月底以来小红

书站内美食搜索 DAU上涨了近 3倍。美食、
文化娱乐、运动健身、医疗健康和教育，成为

小红书社区内新增发布量最多的品类。在疫
情影响下，美妆排名来到这五个品类之后，颠

覆了不少人的印象。同时，总数据不降反升，
表明小红书以“多品类生活方式社区”的形象

落地，已经到了新的阶段。

外卖大增配套专供
春天到了，火锅、奶茶、烤肉⋯⋯一家家

美食店重新在饿了么上“生根发芽”。按捺不

住的吃货纷纷开启报复性消费模式：从 2月
10日复工开始，第一周，上海人在饿了么消费

了 16万单奶茶；到第四周，这个数字变成了

33万单，其中一名用户一次性下单了 77杯奶
茶。城市复苏，每天喝一杯奶茶的标配工作生

活又回来了。
数据显示，饿了么订单量最高的除了一

点点奶茶还有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和小杨
生煎。“老面孔”之外，这个春天还“涌现”了

各式各样的新店铺：优雅精致的西餐厅光与

盐、火辣刺激的火锅店哥老官、文艺书店言
几又⋯⋯复工第四周，上海外卖商户数（开始

营业的商户）环比提高了 41.5%，仅上周上海
累计有 2.3万家复工，新增 5049家。

2月 10日开始的 4周，饿了么上海外卖
订单节节攀升。上海这个全国外卖销量最高

的城市，整个 2月的外卖都保持着匀速增长，
从侧面反映出阿拉已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除了这些喜人的数据，新模式诞生也让
外卖消费有了新选择。为让复工的员工吃得

更安全，漕河泾开发区联手饿了么打造园区
专享全程无接触送餐服务，于 2月 9日上线。

企业员工通过自主研发的园区服务移动端应
用“漕河泾 life”App下单，商家配餐后将外卖

放在指定区域，区域配送员分餐外送，配送员
与客户之间通过固定位置放餐取餐。这样的

话，客户与商家、商家与配送员、配送员与客
户之间全程无接触。疫情过后，“无接触”或许

不再是必须的，但这种模式有望转为“园区专
供外卖”，成为配套提供餐饮服务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金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