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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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例，其中 36例为境外输入病例，10例为
本土病例（黑龙江 8例，广东 2例）；新增

死亡病例 1例（湖北 1例）；新增疑似病
例 11例，其中 10例为境外输入疑似病

例（黑龙江 5例，上海 4例，辽宁 1例），
1例为本土疑似病例（辽宁 1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78例，解除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058人，重症病

例减少 3例。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7 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3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7例（境外输入

5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32例（境外输
入 7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1023例（境外输入 228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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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澡堂恢复营业 为老服务暖胃又暖心
■就业帮扶一刻不停 困难群体开工更开心

疫情之下上海社区服务不止步
首席记者

方翔

昨新增确诊病例 46例
其中境外输入 36例     本报讯（记者 左妍）4月 14日 0-24时，

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报告 4例境外输入
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10例，

其中来自美国 7例，来自英国 3例。
病例 1-病例 4，均为中国籍，乘坐同一

航班，4月 10日自俄罗斯出发，当日抵达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因有症状，入关后即被送至

指定医疗机构留观。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

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
确诊病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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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4月 14日 0-24时，无新增本地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截至 4月 14日 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
入性确诊病例 283例，治愈出院 140例，在院

治疗 143例（其中 1例危重）。现有待排查的

疑似病例 35例。截至 4月 14日 24时，累计
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339例，治愈出院 328例，

死亡 7 例，在院治疗 4 例（其中 1 例重症，

1例危重）。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0 例。
截至 4月 14日 24时，尚在医学观察中的无

症状感染者 0例。

上海昨新增境外输入 4例

    在疫情中，除了老年人的就餐、

生活服务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也

成为了街道干部关心的重点。虹口区
广中路街道就业工作站站长李蕾、施

宏和唐菊花在疫情期间一起组建了
“广中启航服务云”微信群，设立“社

区防疫就业联动”服务点，帮助社区
中不少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我们所辖社区有位高师傅，原
先只是来居委登记口罩的，巧遇在社

区支援的就业援助员，他就讲起，年
初刚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合同，本想去

就业工作站寻求帮助，但考虑到特殊

时期不宜随意出门，计划一直搁置，
没想到能在‘家门口’遇见服务点。”

李蕾说，“服务点立即汇总信息至工
作站，我们迅速联系单位，因为很多

单位都未复工，所以我们启用微信
‘启航服务云’组织了网上视频招聘

工作。通过提供网上就业指导，招聘
面试，经多次沟通和联系，最后高师

傅试工成功，被正式录用为学校后勤
保障消毒员，他的家庭生活有了保

障，再次拥有稳稳安全感和满满的幸
福感。”

失业加上还贷，让一些年轻人背
负了沉重的压力，广中路街道的小陈

就是其中一个。“他是 3月底来工作
站咨询就业问题的，我们帮助他申领

失业保险金的同时，推荐他先做社区
志愿者，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现在正通过‘广中
启航服务云’面试地铁站务员。”李蕾说。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就业创业服务指导站推
出网上填报“个人求职登记表”与“企业岗位招

聘表”渠道，做实线上“阵地”，深化线上公共就
业创业服务。通过扫描二维码形式，求职者可以

在手机上填写求职登记表，既省去路程奔波排

队等候，又能足不出户接受专业职业指导服务。
指导站的工作人员每天收集梳理提交的信息数

据，并做好岗位匹配，使求职者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心仪的工作，企业有人可用。

由于疫情影响，许多儿童不能去学校，有些
儿童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照顾，他们也成为了

街道工作人员关心的对象。“在我们的工作中，
起先是为一些困难家庭的儿童寻找购买口罩的

来源。后来，随着网课逐渐开始，我们又关注起
这些儿童的学习问题。”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梁吉说，“像我们遇到过一名社区
里困难家庭的儿童，他家里的路由器出现问题，

网课质量不好，我们就主动为其更换了路由器，
使其可以正常在家上网课学习。虽然我们日常

工作都是非常琐碎的，但是对于这些困难家庭
来说，有时候却是帮了他们的大忙。”

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加大了困难群体保障
力度，不仅从物质上予以支持，更是在生活给予

充分的帮助，解决因为疫情而产生的问题困难，
携手一起战胜新冠疫情。

   

    上周三，80 多岁的吴阿婆终于在春节

之后洗上了第一次澡。当她拿到洗澡预约单
的时候，吴阿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谢谢

侬，谢谢侬。”上门给她预约单的高佳珍和顾
萍特意提醒她一定要戴好口罩。

“吴阿婆住在小东门街道康家弄老城厢

里，之前因为摔跤导致骨折，连续住院两年。
现在虽然出院了，但是身体已经瘫痪，本身

又伴随很多慢性病，自理能力差，无法独自
行走，去哪里都要子女陪同，使用轮椅。”黄

浦区小东门街道邻家屋里厢的负责人高佳

珍说，“疫情之前，都是子女隔三差五地陪同
老人来邻家屋里厢洗澡，邻家屋里厢的洗浴

功能齐全，而且配备助浴的老师，洗澡前都

需要测量血压，老人觉得安全。而外面的公
共浴室针对 80多岁的老人大多不开放。但

是由于疫情，洗澡成了老人最大的问题。”
据高佳珍介绍，吴阿婆女儿上周三推着

轮椅带着她洗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测量血
压，吴阿婆和她的女儿都非常感动。吴阿婆

开心地说：“这一次都洗掉了一层壳了呀！真

的是很舒服啊！”

“目前如果需要助浴、洗衣服务要提前
一天预约登记，每人每周预约助浴服务不超

过 2次，洗衣服务不超过 1次，且每项服务
内容当日仅限预约 1次。居民在预约和进入

场馆后自觉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员填写

《服务对象服务登记表》、出示健康码、测量
体温、血压等工作。”高佳珍说。

刚刚为陆家嘴街道敬老院、陆家嘴长者
照护中心等机构筹措了 2.5 万个一次性口

罩，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张佳
华和他的团队又开始筹划陆家嘴街道梅三

为老服务中心。原本他们与街道已有计划为
困难和独居老人提供室内改造、为老助餐、

助洗、助浴等服务，但具体工作因疫情耽误

了，“我们此前用社区企业和居民的捐赠金买
了口罩，分发给老年人以及社区有需要服务

的人。未来为老服务中心将通过改造老厂房，

满足社区的养老需求，让长者享受美好的晚
年生活，我们也期待尽快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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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甘泉路街

道章家巷老年助
餐点供餐不断档

记者 萧君玮 摄

老人助餐、养老服
务、困难儿童帮助、失业人
员就业服务……民生保障在
疫情期间显得尤为重要。上海
的许多社区，一面扎实做好群防
群控，一面将民生保障作为社
区的重点工作，在切实保障
和改善民生中，确保服
务不止步。

不用再吃饼干了老人助餐重启

终于又能洗澡了助老服务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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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打浦桥街道老年食堂吃了六七

年了，当时是 9元，现在也只有 10元，实在
太实惠了。”住在黄浦区顺风公寓的包阿姨

说，受疫情影响，老年食堂关闭了一段时间，
她和老伴不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叫外卖，都没

有食堂吃得好，还要担心卫生情况。

老年食堂菜色丰富，价格实惠，今天的
午餐是酱鸭腿、素肉片、绿叶菜、罗宋汤，总

价 10元，而在外面的饭店，这样的外卖盒饭

20元都买不到。“我的许多小姐妹都很羡
慕。我和老伴现在是每人一个餐盒过去饭菜

盛回来分食，又健康又美味。”包阿姨说。

据打浦桥街道老年食堂负责人高蔚介

绍，这个老年食堂已有 10多年历史了，因为
疫情的影响，不久前菜开始供应打包外卖的

午餐，“我们重新营业的第一天，来自徐二居
委的杨老伯特地跑过来感谢我们，他说因为

平时一直在老年食堂就餐，家里连炊具都没

有，疫情期间，想到外面的小吃店凑合，但是
回来就拉肚子了，他就不敢再出去吃了，只

能靠饼干过日子，结果瘦了一大圈。他非常
感谢我们食堂，说让他的生活又恢复了正

常。这两天，有的老人早上 9点就过来了，我
们会在食堂门口放两个凳子，让他们坐坐。”

据高蔚介绍，昨天提供的午餐和晚餐的

数量是 379客，“相比疫情前，订餐的老人大
约少了 20个左右。因为场地较小，只有 33

张桌子，在目前的疫情防控态势下，堂食风
险比较大，因而近期主要以打包带走为主。”

针对独居、行动不便、生活困难等老年
人的社区长者食堂和老年助餐服务，正在逐

步恢复中。半淞园路街道社区老年助餐点重

新设计了排队、领餐、就餐路线，排队画好一
米间隔线，高峰期提供歇脚椅子，并且提供

打包盒，鼓励打包外带。
虽然目前绝大多数的堂吃仍在暂停中，

但是通过送餐上门以及无接触送餐等方式，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用餐需求，让不少老人

重新找回了温馨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