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江跃
中）国际航班到达信息电
子显示屏上，红色字体表

明当天哪些航班被取消；
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

员，正忙碌地跑来跑去
⋯⋯昨天下午 4时 50分

许，记者来到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国际到达大
厅出口处，看到上海口

岸防控境外输入疫情再
升级后的景象：现场秩序

井然，闭环严防死守。
上海市新冠肺炎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布，从 3月 13日零时起，所

有中外人员凡是在进入上
海之日前 14天内，有过韩

国、意大利、伊朗、日本、法
国、西班牙、德国、美国等

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一
律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健

康观察 14 天———之前，
对旅客护照贴“红黄绿”

标进行分类处置的方式，
现已转为贴“黄绿”标管

理：即对护照上贴黄标旅
客进行统一的集中或居

家隔离 14 天，护照上贴
绿标旅客则予放行。

据了解，此前的做法
是经过入境检疫后，海关

工作人员会根据该乘客来源地、
近期行程等（即“流行病学史”），

来判断其是否需要进行隔离，并
按照分类对其护照贴上红、黄、绿

三种颜色的标签。贴“红标”的旅
客，需在就近的机场隔离点进行

集中隔离 14 天；贴“黄标”的旅

客，由上海 16个区驻在机场工作
人员、邻省驻在机场工作人员，组

织将其分别送到集中隔离点、居
家隔离中转点；贴“绿标”的旅客

予以放行。

记者看到，在 T2航
站楼国际到达大厅出口

处的右侧位置，全部被挡
板遮得严严实实，这里就

是“黄区”，护照上贴黄标
的旅客，都是从此通道前

往专用区域上车，到集中

或居家隔离点；出口处的
左侧通道，则供护照上贴

绿标的旅客通行。
杨小姐、刘小姐是从

柬埔寨飞来的航班旅客，
两人的护照上都贴着圆

圆的绿标。她们告诉记
者，从飞机落地到走出出

口，只用了不到半个小
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今

天会这么快出关。”她们
表示，一方面是现在航班

比较少，另一方面是她们
之前 14天没有去过其他

地方，加上柬埔寨为非重
点国家(地区)，所以检查

得比较快。“检查措施严
一点没有关系，只要能把

疫情拒之门外，我们就放
心了。”

据浦东机场安检部
门介绍，目前机场防控境

外输入疫情闭环流程非
常严密，境外旅客抵达浦

东机场后，首先由海关进行入境

检疫，如发现发热或疑似症状旅
客，120 救护车会直接将其从机

坪转运至指定医疗机构就诊。经
海关、边检入境检疫、查验后，机

场工作人员会根据海关、边检查
验贴标的旅客分类，会同航空公

司、上海 16个区以及邻省江苏、

浙江驻机场工作人员，将旅客分
别转运至居家隔离中转点或集中

隔离点，和社区对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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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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3日下午，小区又有一位

居民要从重点国家日本回来。

通知小区门卫、安排志愿者与
路人沟通、设定路线让居民尽快返

回家中，然后对所走线路、区域逐一
消毒⋯⋯虹口区曲阳街道玉四居民

区党总支副书记尚晶对整个流程已
经驾轻就熟，因为这是 3月 3日以来

小区第 4个从日本回上海的居民。

一直等到 14 日半夜 12 时多，
从大阪回沪的居民邹蓓玲在曲阳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
护送下回到玉田路的家。从境外就

开始微信的联络，到落地后的健康
检查登记和最后护送回家，全程微

信“伴飞”，完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
3月初，随着境外输入性病例增

多，街道不断更新的指令也在一道

道下达。3日上午，尚晶接到一个居
民电话，电话那一头的语气听上去

有些不安：“我妻子今天下午要从日
本回来，是否需要隔离？还有我怎么

办呢？”尚晶安慰他，日本属于重点
地区，回家要居家隔离 14天。如果

他不想隔离，那就需要暂时与妻子
童女士分开居住，“居家隔离期间，

你们网上下单后，居委干部和志愿
者会把快递送到家门口，无接触送

达，每天的生活垃圾也会有专人收
取。”随后，尚晶马上通知了门卫，安

排志愿者晚上协助登记表格、测体
温。当天晚上 9时，童女士坐出租车

回到家，之后保洁员迅速对童女士

经过的区域彻底消毒。第二天，童女
士又来电询问如何预约购买口罩，

居委干部帮她网上预约，再到药房
采购好后送上门。

3月 7日，又有一位居民从日本
返沪。这时区里和街道已经开始派

人在机场驻守，接送境外回沪人员。

由于护送居民回家的工作人员身穿
白色防护服，曾一度引起路人和小

区居民的围观。“当时大家有些惊
恐，都围上来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有人确诊了？”尚晶说，所幸居委会
准备充分，志愿者们分头向居民作

沟通解释，并迅速辟出通道，让那位

居民回家。

7日的“小插曲”，使尚晶预备了
更为周全的应对措施。再加上他已知

道 3日回沪的童女士的儿子邵先生
9日晚上也要返家，当天一早，他就

电话与童女士确认航班信息，然后与
业委会、物业设计线路，安排志愿者

站在小区门口两侧。9日晚 8时多，邵

先生下车后测体温、签“健康管理承
诺书”，10多分钟后就顺利踏进家门。

随着境外返沪人员的增加，尚
晶与他们的对接也更加靠前———13

日回沪的邹蓓玲就是全程微信“伴

飞”的。邹蓓玲是退休党员，1月份去

日本探亲后，始终与玉四居委会保
持联系。3月 5日，尚晶在微信上联

络她，告知重点地区回沪人员需要
14天隔离。没几天，上海的防控措施

又进一步升级，3月 8日，尚晶再告
诉她政策有变，回上海后政府会派

专车护送她回家隔离。11日，尚晶在

微信上和她再次确认了回沪的航班
信息。

13日下午，飞机落地后，还在飞
机上等候的邹蓓玲马上把健康申报

码发给尚晶。由于邹蓓玲离开机场
走的是专门通道，无法归还出境时

租借的移动Wi-Fi，尚晶安慰她，等
她回家后，会安排人发快递给对方。

邹蓓玲告诉记者，“一路回来，有居
委会的各种关照和叮嘱，还有落实

居家隔离期间的生活琐事，一切都
妥妥帖帖，让我感觉很安心。”

本报记者 袁玮

曲阳街道玉四居民区 10天接回 4位重点国家返沪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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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头上

就是一座山。对 2月 29日被发现在
沪出租屋内猝死的 25岁湖北女孩

晓君（化名）一家来说，这是最真实
的写照。疫情阻挡了晓君春节返回

湖北老家的路，而她也真的再也不
能回家了。

晓君猝死后，她的父母心如刀

绞，希望见女儿最后一面；然而，疫情
防控期间，湖北人员来沪，困难重重。

最终在浦东新区各方“爱心接力”下，
家人日前终于见到了晓君的最后一

面。昨天，记者联系到正在隔离的晓
君家人，听他们讲述亲身经历。

得知噩耗“却出不来”

在周围人眼里，晓君可谓“别人
家”的孩子：出生在湖北农村家庭、

长发飘飘的她，长相清秀，凭优秀成
绩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

打拼，成为一家公司的白领。
“如果没有疫情，晓君本来打算

春节回老家过年；如果没有疫情，

她不会一个人在上海呆那么久；如
果⋯⋯”晓君父亲血压高、母亲心脏

不好，这几天，父亲的烟抽得少了，话
也更少了，说到晓君，几度哽咽。晓君

的姐夫开车 1000多公里陪同晓君父
母来沪，一家人凌晨 4时从湖北天门

出发，一路几乎没有休息，当天下午

5时多赶到上海。“从 3月 1日得知
噩耗后，父母几乎崩溃，想着再见女

儿一面，但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那
边出不来，这里进不来，一家人一筹

莫展。”晓君姐夫告诉记者。

网上求助“爱心接力”

发现晓君的异样是在 2 月 29

日。家人发现，原本每天都和家里视

频的晓君到晚上也没打电话，以为
她睡下了。第二天早上再打电话，还

是没人接，这才有些着急，连忙联系
家住宝山的堂哥。

堂哥告诉记者：“我当天下午赶

到妹妹家，因为她放了把钥匙在我
这里。我直接开大门进去，发现里面

她房间的门关着，没有人应答。我以

为她睡着了，就先把带来的菜放到

冰箱里，再敲门进去。没想到，看到
妹妹躺在地上，我以为她发烧昏倒

了，一摸额头居然是冰凉的。”堂哥
赶紧拨打 110报警，警察赶到现场

后，确认晓君已经死亡。
“民警提醒我，先不要打给父

母，怕他们一下子接受不了。”堂哥

告诉记者，但坏消息最终还是要告
诉父母。父母听说后撕心裂肺，恨不

得马上飞来上海。因为疫情，家人打
听下来，办不了湖北的出城证、来沪

通行证，无法为晓君办理后事！3月

9日 19时 58分，走投无路的堂哥
在微博上发出求助帖：“到底该咋

弄，一张通行证？又找谁对接落地住
宿隔离的事情？”

很快成立了“护送群”

求助帖发出后，晓君表哥并不
抱太大希望。但没想到，第二天下

午，一通陌生的电话找到了他，对方
表示是浦东新区防控办的工作人

员，了解他的具体要求后，表示会想
方设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满足

晓君父母的心愿。

原来，3月 9日晚上，浦东新区
防控办新闻宣传组监测到舆情后，

立即提交防控办例会处置，一个名
为“护送群”的微信群火速成立。

在这个护送群里，浦东新区各
部门迅速开展行动：新区新闻办与

晓君堂哥及湖北家属取得联系，告

知相关工作情况，提醒家属来沪路
上注意个人防护、安全驾驶；新区公

安分局确定将 S32申嘉湖高速沪浙
安检站作为进沪交接道口，并安排

警力一路陪同；综合协调组向市联
防联控办口岸交通组去函，请求道

口支持予以放行；新区卫健委协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家属和工作

人员准备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落实
集中隔离转运接收工作；新区民政

局则指导浦东殡仪馆做好接待准
备，落实事后消毒防疫措施；金桥镇

则迅速成立了由镇防控办应急组、
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委等

部门组成的紧急任务执行组，做好
道口人员接送引导、集中隔离点护

送交接等工作准备。

“我们还没到路口，已经有人打

电话关心我们，发给我们定位，提醒
我们不要开错路口。”晓君姐夫表

示，等到了路口时，发现已经有身穿
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路口等待了。

隔离后“带孩子回家”

在金桥派出所警车引导下，晓
君家属一行人赶往浦东殡仪馆。在

进入殡仪馆前，有关负责人帮他们
在车上换好防护服。殡仪馆提早准

备，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晚上 7时多，在告别厅里，看到

女儿冰冷的身体，晓君父母哭出声

来。周围人也揪心不已，有的人默默
垂泪，劝家属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晓君父母渐渐控制住情绪，在
近半个小时和女儿的最后告别后，

被行动组护送前往集中隔离点。
“隔离点为我们安排了每人一间

的单间。考虑到岳父血压高，我提出
可否和岳父住一间房。工作人员表示

理解，为我们重新安排了房间，岳母
就住在对面房间。”晓君姐夫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也许
也是最后一次来了。在我们最绝望

的时候，那么多热心的陌生人为我
们伸出援手；虽然女儿走了，想到你

们，才让我们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
勇气。”晓君父母说，“隔离结束后，

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带孩子回
家。”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孩子，让爸妈最后看你一眼⋯⋯
来沪奔丧的猝死湖北女孩家人讲述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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