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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发烧？赶紧去做筛查！
122家发热门诊遍布申城 16个区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性增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压力有所增加。昨天，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公
布了最新版本市 122家发热门诊名单。上海市

健康促进中心提醒，在全民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期，市民朋友若出现发烧症状，千万别擅自服用

退烧药，还是赶紧去医院的发热门诊做个筛查。

患儿妈妈反馈就诊安心
市民刘女士（化名）是二孩妈妈，短短一

周，两个孩子先后发烧。刘女士说，先是女儿

发烧并腹泻，带去了上海市儿童医院就诊。因
女儿没有出过上海，除了上兴趣班之外几乎

没有离开过家，预检后被安排到急诊就诊。经
血常规、核酸检测和一系列检查后，女儿被诊

断为轮状病毒感染。

医生说，最近一段时间，轮状病毒感染的
患儿不少。患儿发病初期一般表现为流涕、发

热等感冒症状，之后会呕吐、腹泻。
刚把悬着的心放下，刘女士的儿子又发

烧了。“再去儿童医院，我告诉预检台护士，家
里有个姐姐生病，护士测温、进行流调后在病

历本上写了‘聚集’，随后把我们分流到了发
热门诊。”刘女士说，在发热门诊，除了核酸、

血常规检测，还做了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最
终孩子被确诊为扁桃体发炎。

刘女士坦言，在儿童医院就诊全程很顺
利，她感觉很安心。“移动支付十分便捷，我还

对发热门诊的自助取药机印象深刻。”拿到处
方后，可在无人药房自助取药，全程单向、无

接触，节省人力又让人感觉很安全。

专科医院也有发热门诊
上海市肺科医院改建后的发热门诊于去

年8月全新亮相。记者在这里看到，该发热门

诊位于医院主入口西侧，原是体检中心，不论
是位置还是大?都很适合改建为发热门诊。

改建时，根据“三区两通道”的要求，配备了候
诊区、诊室、治疗室、检验科、CT室和留观病

房等，留观床位达到 10张。改建后，发热门诊
已做到“挂号、检验、检查、取药、治疗、留观”

六大关键环节“不出门”的闭环管理。

作为一家专科医院，该院的发热门诊就
诊量并不高，但是医务人员丝毫不敢放松警

惕。肺科医院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又大多是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因此在门口第一道关口

就有预检。如果发现了发热病人，立即会引导
至发热门诊。这样从一开始就分流了病人，避

免发热病人进入普通就诊区。前来就诊的老

慢支患者吴老伯说：“每次都要出示健康码、
测体温，虽然比以前看病麻烦了点，但是越严

格就越令人放心。”

不断强化发热筛查能力
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示，针对境外输

入和本土疫情，上海目前仍处于“两翼作战”的

模式，将不断强化整体的防疫和救治力量的配
备。从去年 1月本市公布 110家发热门诊至

今，各级医疗机构通过改建、扩建、重建等措
施，进一步强化发热门诊的建设，有效落实“四

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一

年来，随着本市发热门诊的不断改扩建，筛查

能力进一步加强。目前，全市发热门诊已增至

122家，遍布 16个区，留观的床位总数也达到
1100多张。这些发热门诊单位都具备核酸检

测能力，其中有 92家配备有专属 CT。
有市民也许会担忧：自己常去的医院有

发热门诊，去看病会不会有风险？对此，中山
医院感染病科主任、院感科主任胡必杰教授

表示，只要流程规范，做好防护，就不需要过

分担心。胡必杰教授说：“发热门诊就是用来
隔绝、分流发热病人和普通病人的。设立发热

门诊的医院首先要经过审慎评估，达到符合防
控标准和医疗水平的条件，拥有一定的应对疫

情的能力。发热门诊大多设在相对独立的区
域，与普通门诊保持一定距离，符合院感有关

要求，同时发热门诊还设置患者专用出入口和
医务人员专用通道，所以应该是安全的。”

胡必杰表示，一年多来，发热门诊的软
硬件和理念不断升级，已不仅为疫情而设，

更为其他感染性疾病的防控筑起一道全天

候的安全防线。首先，从硬件上看，上海许多
发热门诊拥有了单独的 CT，有的还进行了

“智慧升级”，配备自动化药房、可视对讲等。
其次，发热门诊的人员队伍建设也加强了，增

加了医疗、护理、医技人员和工勤人员等配
备，也增加了药品、急救设备和防护用品等供

给。此外，发热门诊服务流程进一步优化，比

如强化流行病学史询问，落实闭环管理，制定
应急预案、形成社区联动等，同时还要求就诊

者在核酸结果出来后才能离开。除发热门诊
外，全市还有 2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

“哨点”诊室，延伸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末梢”。
首席记者 左妍

（发热门诊名单详见新民网 www.xinmin.cn）

父母寄来一头羊，我给父母“淘全国”

“淘宝式拜年”火了

    当“就地过年”成为风尚，“淘宝

式拜年”扎扎实实地火了。人不流动，
年货在流动；人不见面，亲情不缺席。

在上海，大家也看到今年的春
运有点“冷清”，因为很多人选择了

就地过年。老家在四川成都的蔡女
士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就没有回家

过年，当时是退了机票留在上海的；

今年，很早就和老公以及老家的亲
人商量，今年还是留上海。”不能回

家团聚，心里难免有点落寞，也一直
在想要怎样“弥补遗憾”，“从 1月下

旬开始，我就不断地刷淘宝、天猫，
看到什么好吃的，给上海买一份，也

给老家寄一份，这两天我老妈打电
话时总说，‘够了够了，你不要再买

了，我和你爸都吃不完了’，但看得
出老妈很开心，尤其是她说把这些

年货分给我那些姨和姑的时候。”

北京羊蝎子火锅和稻香村糕点、
东北吉林延边参鸡汤、浙江绍兴太雕

熟醉虾、安徽符离集烧鸡、广式鲍鱼红
烧肉、台湾风味万峦猪脚……蔡女士

恨不得把全国各地的年味，都通过淘
宝寄回家让老爸老妈尝尝，“平时工作

忙，常常不自觉忘记照顾老家父母，这

次‘集中式采购’也让我自我反省了一
下，以后不仅是春节，平时也要多给爸

妈网购东西。父母看重的，根本不是那
点东西，而是我们做儿女的惦念！”

近期淘宝还发布了牛年春节十大
爆款年货，除了瓜子、花生、开心果老

三件，还有车厘子、自嗨锅、螺蛳粉等
网红新年货，家用麻将机更是成为春

节氛围担当拔得头筹。其中不少是“异
地订单”，即儿女网购给家里老人的。

    1月 28日，上海的彭女士收到

了来自山东父母寄来的年货，打开
一看，原来是很多很多冷冻羊肉，看

上去应该是整整一头羊，已经被处
理干净、分切成块；另外一个箱子

里，则是很多真空包装的卤猪蹄。彭
女士表示：“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今

年就地过年，因为我比较喜欢喝羊

肉汤，老公喜欢吃猪蹄，父母就特地
准备了这些，感觉真的很幸福！”

彭女士把收到年货的视频发
到网上，有网友评论：“一个人在上

海回不了家的在线羡慕……”而更
多的网友则跟评晒出家人给自己

寄什么，暗暗“较劲”，比如一位网
友说：“我家在新疆，（家人）往上海

寄了兔肉、鸡肉、鹅肉、手工烙饼、

牛肉干、葡萄干、蓝莓果脯、馕和其
他干果若干。”

也许只有父母才最知道远在
他乡的儿女过年想吃点什么，收到

那些“意外的年货”，总让儿女鼻子
一酸；而“距离产生另一种美”，?

辈们也在用心地想，到底“淘宝式

拜年”送什么年货，才能让长辈们
会心一笑。

95 后女生?孙是一名模特，
今年她打算不回家，留在杭州就地

过年。因为妈妈平时爱染头发，出
于健康和美丽的双重考虑，她给妈

妈在网上买了很多顶假发当年货，
“有适合跳广场舞的，有适合和姐

妹逛街的，希望新年可以让妈妈打

扮得漂漂亮亮。”
重庆有一位爷爷，近日收到了

来自六岁萌孙的拜年礼物，竟是一
个“奥特曼”玩具。礼物虽然奇葩，

但十分暖心，原来，孙子随同父母
在湖北过年，很担心爷爷在老家过

年“打不过年兽”，强烈要求家长下

单网购一个奥特曼给爷爷当门神。

淘宝数据还显示，疫情也催生
了室内娱乐相关的商品热卖，比如

家用麻将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日
销量同比去年年货节增长超

130%。有网友在评论区写道：“过
年送爸妈这个正好，他们可以不用

出门打麻将了。”

那些“奇葩”年货总让人鼻子一酸

    “淘宝式拜年”是疫情影响下

人们过年习俗的一种转变，是在线
新经济“无接触配送”的一种新形

式，也是一股文明新风。
不能返乡过年，总是一种遗

憾，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90后、
95后正加速成长，他们变得更懂

事、更有大局观、更为家里的长辈

着想。一方面，年轻人“在城里过年
也得有仪式感”，他们在网上给自

己备年货。淘宝数据显示，螺蛳粉、
自热火锅等一人食餐品成为年货

节首日增长最快的年货品类，增幅
达 15倍。90后特别是 95后成为

购买螺蛳粉最多的人群。除了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外，郑州、成都、杭

州也是成千上万盒螺蛳粉春节奔
往的主要目的地。

另一方面，90 后年轻人在年

货节的下单比重已经超过 6成，这
其中，肯定有不少年轻人买的年货

是送往老家的。不少网友还在淘宝

“问大家”讨论区请教关于年货送
礼的事情：“这个拜年送礼有面子

吗”“送给长辈吃会不会太甜”等相
关话题成为最高频的问题。

分析还认为，疫情下人们选择
线上等合适的方式重塑“年味”，前

提是物流、下沉市场互联网发展等

基础建设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下
人们新需求的体现。人不流动年货

走，“淘宝式拜年”是疫情催生的在
线新经济“无接触配送”的缩影，折

射出了数字化服务给居民生活带
来的切实便利。

早在 1月 20日，响应商务部等

部门的号召，淘宝天猫启动了年货
节，涵盖各地家乡年货、原产地美

食、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
品、牛年主题新品等年货。春节期

间，超 10万“氛围保障组”淘宝店主
“不打烊”，保障 48?时内发货。

见证年轻人的成长并重塑“年味”

    为配合疫情防控，不少
人虽然停下了返乡过年的
脚步，却仍然无法割舍亲情
乡情的羁绊。今年，“淘宝式
拜年”在全国各地火了！ 在
上海，“游子”们在淘宝天猫
上买天南地北的年货，直接
快递回老家；外地的父母也
纷纷把属于故乡的年味
“淘” 给留在上海过年的子
女，一对山东父母就给女儿
寄了一头羊和一大箱卤猪
蹄，在网上引来一波“实名
羡慕”……

恨不得让父母尝遍全国各地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