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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三件套”和一米线
姚丽萍

新民眼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不平静。

进入 8月，在暂停近 6个月之后，上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已连开 5

场———从第 100场到第 104场。

8月 21日，周六上午 11时，第 104场发
布会通报， 上海新增3例本地确诊新冠肺炎病
例， 均为 8月 20日公布的 2例确诊病例的密
切接触者；这5例涉及浦东机场的确诊病例，均
已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你看，一次次疫情反弹，一场场密集发
布，都在告诉阿拉市民———疫情防控这根弦
必须始终绷紧，不能有丝毫麻痹懈怠和侥幸
松劲。

抗疫，是一场持久战。防御、相持、反攻，

每个阶段，都需要时间。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防御还是相持，历史会给出答案。 眼下可以
确定的是，阿拉市民要尽力做好能做的该做
的；科学抗疫，精准防控，从来都离不开每一
位市民的参与、配合、支持。

“‘闷’在家里，也是战斗。 ”去年遭遇疫
情突袭之时，张文宏医生的一句话，让上海
市民记忆犹新。 上周六，浦东新区祝桥镇千
汇路 280弄千汇苑一村小区和浦东新区祝
桥镇千汇路 1000弄祝和苑北区，列入中风
险地区。 就如同所有经历了隔离的小区一
样，这两个小区的抗疫，社区组织有章法，生
活保障跟得上，居民照例“闷”在家里战斗。

在低风险地区，市民又如何绷紧抗疫防控这
根弦，看看，就知道了。

疫苗，还是疫苗，科学防控，怎能少了疫
苗？ 截至 8月 2日，上海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人数达 1876.63万人，18周岁以上人群完
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 85%。

疫苗接种，效果究竟如何？ 阿拉市民很
关心。 8月 16日，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专家组举行例行会诊会议，专家们谈到，

上海收治病例中， 打过疫苗和没打过疫苗
的，都有；是否接种了疫苗，患者肺部影像
进展中观察到有差异，未接种者病变较重，

浦东本土病例打过疫苗，是普通型。现有临
床救治资料表明， 接种疫苗对防止重症化

非常有用。

这个信息很重要，社区抗疫一线的“小
巷总理”们体会最真切。 胡土豆，大名胡锦
艳， 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的一位 “小巷总
理”。 今年以来，她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老楼
装电梯，另一件就是发动居民打疫苗。 8月
之前，发动打疫苗还是有点吃力的，常有居
民问，疫情不是防控得蛮好吗，为啥要急着
打疫苗呢？ 胡土豆和同事们忙着科普，口干
舌燥。 她跟我自嘲说，压力太大，人更胖了，

不对，是肿了，更像土豆，“胡土豆，这微信名
起得太对了”。进入 8月，居民打疫苗更积极
了，胡土豆也没瘦下来，压力还是大———社
区里，疫情防控不敢丝毫放松。

《疫苗的史诗》一书中说，在 20世纪人
类平均寿命的巨大增长中，疫苗起了重大作
用，疫苗的研制与改进是一部人类的史诗。

这么看来，“胡土豆”们在抗疫中的疫苗
发动，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一部史诗，他们
的不懈坚持，构筑起抗疫屏障，迅速、牢固、

可靠。

疫情防控，时刻不能松懈，打了疫苗，还

要牢记“三件套”———戴口罩、勤洗手、不扎
堆，社交距离保持“一米线”！

有人问：为啥要“一米线”？

疾控中心的科普说了———新冠、 流感
……这些病毒最擅长近距离飞沫传播。 说
话、咳嗽、打喷嚏，病毒跟着飞沫在空气乱
逛。 飞沫从口鼻排出到落地，水平距离通常
在 1米以内。扎堆，吸了病毒飞沫，就有感染
风险。所以，凡是公共场所，人多，排队，就主
动保持距离。

科普有了，阿拉市民能做到吧？起码，看
见电梯里挤，就走楼梯吧，实在要乘，戴好口
罩别说话。

每个人，都绷紧了防控这根弦，效果会
怎样？正如宁光院士所说———我们每一位市
民，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城市
防控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抗疫，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打赢“新
冠”，没你不行。一部抗疫史，不只见证，更要
参与———打疫苗，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

排队保持“一米线”，就是阿拉市民对抗疫的
贡献，就是以实际行动保卫城市安全。

    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全面升级，18日起，金山

区朱泾镇万安菜场防疫措施再升级，9个出入口
只开通了 6个，并实行出入口分离管理，每个口

均派有市场管理员、保安、志愿者不间断值守，提
醒市民佩戴口罩，查看行程码和健康码。市场内

一天消毒 3次，分别在上午、中午和傍晚。同时，
对经营商户每日进行开市前测温，要求相关人员

非必要不离沪。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随着上海疫情防控举措全面升

级，沪上各大医院严把入院“防疫
关”，所有入院的就诊者都必须做到

佩戴口罩，配合测温、亮相健康码和

行程码的防疫举措。图为武夷路上
的上海皮肤病医院门口， 工作人员

严格执行入院验码流程

杨建正 摄影报道

从快从早抓紧抓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医院门口
请您“亮码测温”

日均三次消毒
菜场防疫不含糊

    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国家卫健委
23日通报，8月 22日 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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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广东 5

例，上海 4例，天津 3例，云南 3例，北京 2例，

山西 1例，浙江 1例，河南 1例，四川 1例）；无
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1例，为境外输

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74例，解除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171人，重症病例较前一

日减少 7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734例（其中重

症病例 10例），现有疑似病例 1例。累计确诊
病例 810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371例，无

死亡病例。

截至8月22日 24时，据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

诊病例 1695例（其中重症病例 23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88321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94652例，现有疑似病

例 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58348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67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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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例（均为境
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3例（均为境外输

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4例（均为境外输
入）；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507例

（境外输入 420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28046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57例

（出院 11766例，死亡 212例），澳门特别行政
区 63例（出院 59例），台湾地区 15926例（出

院 13580*例，死亡 828例，*为订正后数据)。

昨日，本土无新增确诊病例

今起，离宁人员
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新华社郑州 8月 23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卫

健委获悉，8月 22日 0—24时，河南省新增境
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1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和疑似病例。1例确诊病例出院（本土 1例）。
2021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2 日 24 时，河

南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66例，累计出院
本土确诊病例 42例。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的确诊病例 124例。

2020年 1月 21日至 2021年 8月 22日 24

时，河南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523例（本土

1439例、境外输入 84例），现有住院病例 153

例（本土 124例、境外输入 29例）。尚在医学观

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14例（本土 1例、境外输入
1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44885人，正在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588人。

22日，郑州发布第 30号通告，对部分区域

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自 8月 22日 18时起，
将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街道金盾未来花园、金

水区南阳新村街道开元小区、金水区丰庆路街
道中鼎花园、新郑市孟庄镇洪府村由中风险地

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据“南京发布”消息 22日，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
告：自 23日起，通过铁路、公路、水路等方式离

宁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
所在设区市（直辖市为区、县，下同）全域为

低风险地区的抵宁人员，凭健康码绿码、且体温
正常，可自由流动。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设区

市的低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抵宁人员，持有 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者能够出示包括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健康码）方可流动，

并主动向居住所在社区报告，做好 7天健康监

测，其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
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抵宁人员，或与确诊

病例（含无症状感染者）有轨迹交叉的人员，均
须落实 14天（自离开中、高风险地区之日起）的

集中隔离观察，并按要求做好核酸检测。解除集
中隔离观察后，应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并居家

健康监测 7天，其间做好体温、症状等监测，开
展核酸检测。

河南多地调整
为低风险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