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屠瑜 江跃中

■ 昨天上午的贵西小区航拍图中，“大白”们在弄堂里穿梭忙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这几天，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了千家万户的心。
昨天，一个关于黄浦区昭通居民区被隔离人员流调的视频，在

网络上广为传播。身着蓝色防护服的流调工作人员从早到晚打电
话，平均每天打 180 通电话，全覆盖了近 1800 位转移居民。

张文宏说，上海的防疫工作，就像“陶瓷店里抓老鼠”。第一时间
发现端倪、?病毒赛跑、应对疫情的能力，考量的不仅是公共卫生系
统的应急能力，更是一个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水平?联动、集成的核
心战斗力！

    疫情来袭！根据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发
布的情况通报：1 月 20

日，该院在对外包后勤保
障人员开展例行新冠肺炎

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人检测
结果可疑。之后又陆续有

本土新冠肺炎病例发生，

上海第一时间快速反应，
专业的流调、诊治等工作

旋即展开。根据昨天下午
的最新数字显示，1 月 21

日-24日，上海市共新增
13例本地确诊病例。

“这一波疫情中，疑似
病例最早是在例行检测中

发现的，说明上海已经建
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现
机制。”市人大代表钱菊英

表示，在上海，已在部分医院设立了发

热门诊，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
发热哨点诊室，承担发热患者的筛查、

登记、转诊、跟踪等工作。这些发热哨
点与发热门诊协同，织密了上海的发

热筛查网络，发挥出“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的功能。

钱菊英表示，对于医院、学校、养老

机构等重点部门、风险较大的人员，需
要定期做核酸检测，从源头防范疫情。

面对最近增加的检测需求，可以通过大
数据的方式，如网上预约等，方便老百

姓预约检测并网上获取检测报告。还可
以让权威的医学专家通过小视频等方

式科普相关的防疫知识。对于人流量大
的医院等，更要把牢关卡，防止院内感

染，绝不留死角。
事实证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许

多流行疾病，最终都是通过注射疫苗
解决的，因此要加紧疫苗的研发生产

能力，并逐渐分批实现“愿种尽种”。
“上海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抗疫经验，

凭借快速流调、精准掌握疫情数据情
况、及时处置等，相信疫情能尽快得到

控制。”钱菊英说。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

线。上海能够战胜一波又一波的
疫情，与社区治理的精细化管理

和基层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密不
可分。

市人大代表林龙全介绍，从
闭环管理来讲，社区这一环节是

很严格的，该居家隔离就按规定

居家隔离。如黄浦区有由社区民
警、社区医生和社区干部组成的 3

人小组，通过微信工作群时刻保
持沟通。如果有境外回沪人员到

达机场入地，区疾控中心就会通
知这家人家，社区民警就会先把

门磁安装好。外来人员进入小区
都要测体温，让大家很放心。

“耀江居民区有 10个小区、
近万人，如果仅靠居委干部管理

是不行的，包括业委会、物业公司

在内的‘三驾马车’发挥了很大作

用。”林龙全说，“从去年开始到现
在，业委会都很主动地跨前一步，

制定一小区一方案的管理模式。他
们的作用发挥好后，相应地物业公

司就会跟上。”
“值得一提的是，‘三驾马车’之

所以能有序运行，最关键的还是党

建引领。”林龙全强调，“刚开始大家
心里都没底，是党员志愿者最先站

了出来，以点带面，从最初的一批人
到带动了一大批人。”让林龙全难忘

的是，最开始防疫物资非常短缺，志
愿者缺口罩，有些人白口罩都用成

了黑口罩，但依然坚持在一线。志愿

者们守大门、测体温、劝阻不戴口罩
者、排查人员……用群众的智慧解

决群众的矛盾，筑起防疫抗疫的铜
墙铁壁。

    调查追踪，是一场持久战、技

术战。市人大代表宋耀君向记者
介绍，2020年大年夜，一个与时间

赛跑的部门———“密切接触者追
踪办公室”组建成立，这是上海独

创的举措，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各相关部门在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下协同作战，充

分发挥“一网统管”的信息技术优
势。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公

安、交通、通信等部门采用轨迹定
位等技术，从大数据中筛出确诊

病例同行、同乘人员信息，使追踪
速度更快、追踪效率更高，对本市

每一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严
密排查和追踪管理，均落实 14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有效阻止疫
情传播扩散。

去年 2月 3日，静安区报告一
例独居老人病例，市、区疾控部门

立即组建调查团队，对老人发病前
三次外出活动线索逐一排查，最终

查到其发病前曾与另一确诊病例
存在直接接触。通过对超过 160?

相关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排除
共同暴露的可能性，发现第二个病

例感染来源的关键线索———曾一
起游泳健身的第三个确诊病例。

至此，一条完整“传播链”终于清
晰，感染源头为外省一起与武汉相

关的聚集性疫情。
截至今年 1月 24日，上海完

成外省市协查 3671?、涉及人员

1.7万余人次，完成境外输入病例

涉及 538架航班同机密切接触者
追踪，累计已开展电话追踪 10.4

万人次。
有人把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形

容为抗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的“侦察兵”，是疫情防控中的“排

雷手”，只不过他们需要面对的是

奔跑中的病毒。高质量的流行病学
调查要求及时、全面和真实，如果

慢了、漏了或者错了，就很可能导
致传染源的遗漏或者污染场所的

遗留，导致疫情进一步的扩散。
“从个案到全局、从模糊到清

晰，流行病学调查就是在纷繁复杂
的线索中抽丝剥茧、探寻真相的科

学过程。”市政协委员叶强把上海
的流调溯源，称为“抗疫利器”。

“一年多来，我们同新冠病毒
进行了艰苦战斗，积累了有效经验

和应对方法。其中，流行病学调查
在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

护易感人群等三个方面都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实现了早发现、早隔

离、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的目
的，对辖区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

利至关重要。”叶强介绍，静安区至
今已对人员和食品启动开展流调

500多次，均做到溯源明确。有两
个病例，一个在静安区，一个在他

区发病，开始不知道传染途径，通
过详细流调，最后确定两人都是在

某交易所交集时受到的感染。

    “公共卫生安全是安全的重中

之重，我们要未雨绸缪，掌握更好的
数据、更高的控制力；当突发情况出

现时，才能及时扑灭‘火苗’。”市人
大代表陈良表示，超大城市应建立

主动应对疫情的科学防御能力，并
具体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要加快推进科学设施建

设。“从目前情况看，包括试验动物、
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存在短缺，已成

为药物、疫苗研发的瓶颈。”
其次，对付疫情，要实现从被动

防御向主动防御的转变，应该建立
疫苗战略储备库，让其成为公共卫

生领域的应用技术保障体系。“一旦

新发传染病，这个储备库也能加快
疫苗研发上市的速度。”

此外，他还建议，建立长三角公
共卫生应急中心，打造区域应急救

治中心，不仅提供紧急保障，也能提
高突发传染病的及时应对。

市政协委员胡伟国表示，应
对疫情，需要不断创新探索，将新

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引入治疗。
面对疑难病例，他曾率先应用瑞

金医院自主开发的“小白”机器
人，组织上海、武汉两地专家进行

床边会诊，为患者提供精准的治

疗方案；也曾将瑞金医院刚刚发

表在世界顶级期刊《新英格兰杂
志》的科研成果，成功应用于合并

肾功能衰竭的新冠肺炎病人的抢
救，真正将科研论文写在诊治病

人的医疗实践中。
“用科技力量支撑抗疫战斗，我

们在疫情大考中交出了出色的答

卷。”市政协委员张强告诉记者，去
年以来的疫情阻击战中，CT、DR等

大型医学影像设备，成为新冠肺炎
病例筛查、快速诊断、病情追踪、疗

效评估的“战疫重器”，为挽救生命
作出了重大贡献。

“陶瓷店”里如何精准“抓老鼠”?
迎战疫情还看上海核心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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