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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7日，上海决定对被接送

到各区“临时集中留验点”的重点
国家入境人员增加“核酸检测”环

节，昨天，上海继续加强这方面的

措施，对所有来自非重点国家和地
区的入境来沪人员实施 100%核酸

检测。今天上午，记者采访负责核
酸检测的静安区“临时集中留验

点”时了解到，从昨晚 8时到今早 8

时的 12个小时里，这个留验点共

检测了 87例，目前已出结果的 51

例均呈阴性。
据静安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区的这个临时集中留验

点，是在昨天白天开始建设的，设
在一家酒店内，当晚就投入使用，

共有 400 个房间可供被检测者周
转使用。在酒店大堂，可以看到工

作人员身穿防护服，全副武装，值
守在各自岗位。“旅客从机场集中

送过来后，就开始接受检测，护照
贴绿标的人（从上海口岸入境的过

去 14天来自或去过非重点国家地
区的入境人员），检测留样后，可以

自行离开，检测结果将及时告知其
本人，呈阳性的将转运至定点医院

诊治；护照贴黄标的人（从上海口
岸入境的过去 14天来自或去过重

点国家地区的入境人员），要在临
时集中留验点的房间里休息，等待

结果。结果为阴性的，由区里护送
至居家隔离场所进行为期 14天的

居家隔离，结果为阳性的，则按规定流程转 6至 8小

时出结果。”静安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留
验点工作人员来自区公安、民政、医院、机关各部门

和铁路上海站管委办等，大家工作非常认真，确保核
酸检测规范准确，万无一失。”本报记者 江跃中

做日籍居家隔离者的沟通桥梁

    3月 21日下午 4时，清水泰雅在社区

居家隔离微信沟通群里发了自己制作的第
三版 PDF《天山华庭居家隔离指南》，里面

用红笔标明了新增的一段注意事项：除了
2家商店之外，在任何其他商店订购的商

品、快递等将无法直接送至各位家中。原
则上禁止这种方式（我们必须理解居委会

并非快递公司）。饮食店的外卖原则上请

不要叫，因为这类突发的应对原不在居委
会工作人员的安排中，他们还有其他事务

需要处理，请给予理解。记者了解到，他提
到的 2家商店是被允许直接把商品送到家

门口，而不需要居委会工作人员再帮忙送。

天山华庭居民区有大约 40%外籍租

户，以日籍为主，小区最高峰时有 69户 72

人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居委会对他们的

管理与服务也经过了一个磨合期，生活用品
配送、体温监测等都遇到了语言障碍。虽然

借助了翻译工具，还是会有一些词不达意。

清水泰雅是较早一批的居家隔离对

象。他的中文水平比较高，开始的时候在微
信群里帮助工作人员做一些简单翻译。因

为每天都会有人进群，群里成员的中文水平
参差不齐，每天都会有许多差不多的问题。

新成员的焦虑，他能够理解，也希望为他们
提供更多帮助。于是，他决定把常见的问题、

生活小贴士等整理成一本指南，加注上日语

标注，并且不断更新完善，每次有新成员入
群，他都会发一份。

当看到一些居家隔离人员经常网购或
点外卖时，清水泰雅给群里的朋友们发了

一篇长微信，表达对居委会的理解与支持，
希望大家减少购买不必要的物品。他说：

“我们现在住在中国，有义务遵守中国的法

律。天山华庭居委会的各位，给予我们很多
帮助，亲切友好地协助我们渡过难关。我希

望大家了解，她们并不是我们雇佣的家政
阿姨，她们是在帮助困境中的我们⋯⋯”他

说，因为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不了解，对于以
自我为中心的行为，自己看不过去，就会在

群里很严厉地批评阻止。
3月 18日是清水泰雅解除隔离的日

子，按惯例解除隔离者会被请出群，但是
他成为了除居委会工作人员外唯一一个

“常驻嘉宾”，继续做好居委会和日籍居
家隔离人员的沟通桥梁，他的居家隔离

指南也在一版又一版的升级中，为新来的
人提供方便。

天山华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徐靖表
示，清水泰雅是社区非常得力的志愿者，做

事稳，很细致，敢说，在具体操作上面把自
己的感受度融入到了指南里，给后面的人

提供了很大帮助。在他的监督下，群里多数
人都会从指定的商店购买商品，减轻了社

区工作人员不必要的负担。本报记者 屠瑜

    之所以“心大”，是因为儿子高中便赴美

求学，生活自理能力强，张英完全不担心他会
照顾不好自己。但随着美国疫情日益严峻，尤

其是当她看到一条关于飞机停飞的消息后，

一向“不怎么管儿子”的张英开始非常正式地
跟儿子商量起“回家”这件事。
“他刚开始还没打算回来，在跟学校确认

可以上网课，不会影响学业的情况下，才决定

回来。”张英记得，决定回来是 3月 10日左右，
儿子买好票后，家里就开始做了些准备：“我们

只知道回来后要隔离，但不知道怎么隔离。还
以为要自己穿好防护服去机场接，没想到有关

部门全部对接好了，一点都不用操心。”
张英住的棕榈湾是金山区山阳镇三岛龙

洲苑居委会的辖区，而徐彦豪要回来的消息
却是金湾居委会最先得到消息。“按照规定，

满足一人一户条件可以居家隔离。因为要在
我们辖区的小区内隔离，他们确定了回程后

就跟我们报备了。”金湾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主任陈锋对于徐彦豪回国的行程了如指掌。
原来，张英特地为儿子准备了隔离用的

住所，这间在金湾居委会辖区的房子之前一直
空关着，跟居委会报备后，临时拉了网线，配上

一套被褥，再准备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油盐
酱醋，便成了徐彦豪回家后居家隔离的住处。

“小徐是美国时间 18日中午从图森机场

起飞的，在洛杉矶、台北转机，20日晚上 6点

35分到达浦东机场后，在区集中检测点统一

接受核酸检测，21日中午回到小区。我们在他
家门上安装了 WiFi门磁，装好了监控，社区

医生、民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每天两次上门
测量体温，隔离流程跟之前重点地区返沪人

员是一样的。”陈锋说，目前金湾居委会有 3

名境外返回人员正在进行隔离，和前段时间

两三百户外地返沪人员同时居家隔离的情况

相比，居委会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已经相对小

很多，“明天还有一个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我

们都已经提前对接好了。”
在陈锋的印象中，徐彦豪对居委会的工

作十分配合，倒是张英每次送过来委托志愿
者送上楼的菜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妈妈每次

送过来的都是生菜，他都是自己烧菜，独立生
活能力很强。”

虽然一直没见到儿子，但看了儿子隔离

期间烧好菜发过来的照片，张英放心了。“这
次回家儿子的感触还是很深的，他还特地整

理了回国落地上海后的流程发在朋友圈，说
是给他的同学和留学生朋友们参考。他平时

话不多，这次这么走了一趟，他说工作人员真

的很辛苦，还说祖国真的‘很伟大’。”张英一
边念着微信里和儿子的聊天记录，一边笑着

说，“整个流程都非常顺利，工作人员真的辛

苦了。有他们照顾，比我照顾还好。”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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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没见到他，我却很放心
40多小时不寻常的回家路，留学生妈妈说———

从隔离者到志愿者，清水泰雅用行动回馈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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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泰雅在制作日语居家隔离指南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那天收到儿子的信息说工作人员接到他了，我就关机睡觉了。”从
儿子徐彦豪于美国时间 3 月 18 日中午 11 点踏上回国之路算起，这是
张英几天来睡的第一个安稳觉，自诩“心很大”的她，也免不了担心，儿子
这趟不寻常的回家路上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40 多个小时后，
3 月 20 日晚，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落地，张英的一颗心也跟着落地了。

清水泰雅，一
个已经在上海生
活了15年的日本
朋友，2011年起就
一直居住在长宁
区天山华庭小区，
是小区的第一批
外籍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