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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如何完善公共卫生安全管理体系?上海各部门协同作战交答卷

防控齿轮转动 安心防线密织

    本报讯 （记者 左妍）4月 6日，上

海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报告 2例境
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

出院 6例，其中来自英国 2例，来自法国
2例，来自美国 1例，来自瑞士 1例。

2例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均已转至
定点医疗机构救治，已追踪同航班的密切

接触者 24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6日，上海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截至 6日 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性确诊病例 199例，治愈出院 61例，在

院治疗 138例（其中 1例危重症）。现有
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14例。

截至 6日 24时，累计报告本地确诊
病例 339例，治愈出院 328例，死亡 6

例，在院治疗 5例（均为危重症）。现有待
排查的疑似病例 0例。

截至 6日 24时，尚在医学观察中的
无症状感染者 0例。

    往年的三四月， 是高校应届毕业生求职
的黄金期，俗称“金三银四”。 因为一场疫情，

高校延迟开学日期， 企业复工复产走上正轨
才能开始招新，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今年就业有点“难”。

近日， 今年全市层面规模最大、 企业数
量、岗位数量最多的求职网招会，和应届大学
毕业生等“云上见”，毕业生们纷纷“网投”，招
聘单位则打破时空限制，试将英才尽揽麾下。

就业，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心，另一头牵
着经济发展的弦。 今年的就业尤其面临巨大
的挑战和压力。 相关数据显示，2020届全国
普通高校毕业生达 874万人， 同比增加 40

万人，为历史新高。

疫情当下，改变就业的物理空间，将信息
从“线下”搬到“线上”，只是用人方式升级的
初阶版。 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运用大数据，

实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精准匹配，防止“盲
投”“盲审”，可以大大提高求职的成功率。

同时，和线下招聘容易出现“一见钟情”

“一锤定音”不同，线上招聘搭设平台，让企业
获得充分信息后， 可以更理性地做好用人选
择。 “请问你最擅长哪个（编程）语言？ ”“谈谈
你开发过什么产品？ ”……近日，在位于张江
科学城的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内，一场“云端”招聘会正在进行。 会场内，几
位相关负责人对着“云招聘”平台的大屏幕提
出问题；屏幕另一头，应聘软件测试岗位的小
吴在家中回答提问。 半个多小时里，有 3位
应聘者成功完成面试。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
创新研究院人力资源部部长陈鸿星表示，疫
情期间招聘流程均通过在线完成，浦东新区人
社局的“云招聘”平台是招聘环节中重要的一
块内容。 “我们对人才的要求比较高， 通过平
台，能吸引更多人应聘，找到最适合的人才。 ”

要实现“稳就业”，关键是引进“源头活
水”。对于高校毕业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国
家将对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生予以补贴，明
确要求国有企业连续两年扩大招聘毕业生规
模，通过扩大基层就业规模、招生入伍规模、

就业见习规模、 适当延迟录用接收等多方面
措施，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国务院常务会议则
指出，要发挥“双创”积极作用，更多采取市场
化手段促进大学生、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创业。 这样的“好声音”要真正成为毕业生的
福音，相关的配套细则亟需尽快出台落实。

疫情当下有点“难”的就业形势，难免造
成部分毕业生无法及时就业。 高校等 “娘家
人”面对这些“滞留”的毕业生，要多一些“温
柔以待”，提供力所能及的过渡宿舍等配套措
施，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对于困难家庭、零就业家庭，更要提供
集成指导和链式服务， 确保他们实现就业。

同时，不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
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平台，鼓励支持毕业生
以新就业形态、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多元化
就业。

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天，一名毕业生
顺利走上社会舞台；明天，他们可能开辟出一
片别样的广阔天地。

给毕业生多些“温柔以待”
宋宁华

上海昨无本地新增
境外输入新增 2例

疫 情 通 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一座城市的突发应急处理能力和公共
卫生管理体系。自 1月拉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警报以来，上海始终
以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核心，各部门协同作战，全社会万
众一心，为这座超大型城市筑起了一道道坚强防线。如今，上海已多
日没有新增本地病例，境外输入疫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这是上海在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交出的答卷，这样的“战绩”来之不易。

    上海已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清明小长假后首个工作日早高峰，车流量上升明显，图为

罗山高架路近高科（中）西路匝道口车辆排起长龙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联防联控
密织公共卫生网络

1月 24日，上海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也迎来了史上“最紧张、最忙碌”的

春节。
“请稍等一下，我们为你测量一下体温。”

“请出示一下您的随申码。”本市疫情防控工
作聚焦入沪通道、社区管控、医疗救治三个重

点方向，推出“组合拳”，构筑三道防护圈。在

奉贤南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后医护夫
妻组合王骏、顾莹莹，第一时间取消了原本的

蜜月行程，共同报名参加了集中隔离观察点
的驻守工作。他们是上海众多基层医务工作

者奋战一线的缩影。
实践证明，联防联控是防控疫情的关键

举措。疫情期间，在上海的各类道口，社区医
务人员 24小时值守，累计对 1000万余来沪

人员进行健康检测；在居民小区，协同居村委
干部、社区民警，入户对重点人员逐一排查，

对超过 35万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实施了居家
隔离健康观察；上海卫健委联合住建、绿化市

容等部门，持续推进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在
全市 1.3万个居住小区、24.5万沿街商户等部

署落实环境卫生清洁工作⋯⋯

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能力的增强，不
仅需要群防群控的群众力量，更需要敏感而

广泛的“末梢神经”。上海社区关口前移，遵循
“平战结合”的原则，已完成 182个发热哨点

建设的目标任务，提供发热筛查、甄别、转诊
等服务，密织公共卫生监测与预警网络。

法治保障
强化依法防控意识

疫情防控是一场硬仗，更是一次对城市
防控能力的大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近 3个

月来，上海探索强化依法防控疫情意识，加强
法治保障。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居家（集中）隔离措施实施以及违反防控
措施的处置、境外隔离人员的收费问题、医疗

救治费用的欠费处置，到复工过程中引发的

纠纷处理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法治部门积极
参与，为疫情防控在本市依法及时全面开展

做好法治保障。
同时，上海运筹帷幄，积极开展相关立

法和制度研究，为科学防控、有效应对重大

疫情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召集全市卫生法

治方面的专家，认真研究相关的制度建设和
下一步立法安排。此外，上海提出认真评估、

及时修订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应急、野生
动物保护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加快生物安全

立法的建议，全方位提升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能力。

卫生应急
体现城市硬核力量

公共卫生管理防线上，上海疾控协调各
部门、各环节，做好舆情监控、信息收集和疫

情研判。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让疫情信息可视

化、动态化，让防控决策精准化、科学化。为了

防控境外疫情输入，上疾控首次进入机场，与
机场口岸原有的海关、边检、机场三方形成

“四道防控齿轮”，打造闭环管理模式。
在医疗防控防线上，全市 117家医院设

立发热门诊和隔离观察室，坚持“挂号、检
验、检查、取药、治疗”五不出门，发挥“早发

现、早隔离、早上报、早治疗”的作用。对确诊

病例，上海按照“四集中”原则转运至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调配最优质医疗资源及

时救治。
疫情防控，更是科研实力的大比拼。上海

科技同样也亮出了硬核实力，瞄准“临床诊
治”“药物和疫苗”“病原学与流行病学”“医疗

器械及诊断检测试剂”这四个方向，先后布局

了两批 18项应急攻关任务。同时，在药物和
疫苗研发领域，上海牵头承担 2项，参与 5项

国家科研攻关应急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倡

导开展硫酸羟氯喹治疗轻型/普通/重型新冠
患者多中心临床研究。在团队不懈努力下，

目前全国已有 22 家研究中心参与研究，成

功入组 184例患者，研究结果也即将进入中
期分析。

细化管理
彰显上海治理温度

随着响应调级，上海的防控策略也随着
疫情变化不断调整，但上海始终把人民健康

放在首位，把防疫工作落实落细，用绣花针精
神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筑牢疫情防控“铜墙

铁壁”。
“你们在家不仅是隔离，更是在战斗！你

们的生活垃圾放在家门口就行，你们安心

在家，我们会做好后勤保障。”这样的话，社
区工作者说了无数次。外地返沪的居家隔

离人员因无法外出，社区工作者承担了大
量的服务工作。在集中隔离点，医务工作者

和志愿者跑上跑下，为隔离对象提供周到
服务。他们犹如一缕缕温暖的阳光，助力驱

散疫情阴霾。
疫情期间，如何为市民提供更准确的防

护信息，及时破除谣言危害，上海也动足了
脑筋。除了疫情防控发布会的信息透明公开

外，上海还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应对疫
情防控。比如，市卫健委牵头 110多家医疗

卫生机构，组成新媒体矩阵，38 家市级医院
推出 1200多个科普栏目；打造“疫情防控市

民健康科普 50问”等系列科普等。使用公筷
公勺的倡议，也赢得了 92%的市民赞成。硬

核的防疫科普，暖心的倡议提醒，广泛凝聚
起联防联控的力量，更增强了打赢阻击战的

信心。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当前，疫

情还没有完全消退，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解
决居民后顾之忧的社区工作者、守卫入沪道

口安全通行的警察、为国守门的海关和机场
员工等各行各业的人们，依然在岗位上坚守

着。而坚守，本身就是守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底线的有力武器。
首席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