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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基层抗疫“第一岗”：日常工作 辛勤值守,紧急关头主动担当

他们创造了“上海速度”，体现了“上海温度”
    浦东新区祝桥镇祝和苑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马燕功的微信名是“马到成功”，这和她现
在的心情颇为吻合。8月 21日，祝桥镇祝和苑

北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2864名居民开始了
为期 14天的封闭管理,于 9月 4日零时解封。

“如果说浦东机场守护的是‘东大门’，我
们则是守护‘东大门’的‘小区门’。”马燕功表

示，祝和苑居民区是浦东国际机场二期配套

动迁安置小区，现有常住人口 2750户、8000
多人，其中 667人在浦东机场工作。

在小区封闭的第二天，祝和苑北区就成
立了 3个临时党支部，共有在职党员志愿者

33人，还有党员干部甘做逆行者，主动进入
小区工作。同时，社区积极招募 239名党员、

团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参与防控工作。
“过去在我印象中，年轻人相对没那么能

吃苦，这次封闭小区管理，刷新了我对他们的

印象。”有一对“90 后”志愿者伉俪携手战
“疫”，他们是祝桥社区党群办的“90后”社工

朱倩琳和丈夫黄晓峰。妻子在数据比对组，要
和时间赛跑，第一时间协助做流调，常常连夜

工作直到凌晨。丈夫则承担了最“重”的任务，
分在了快递组，24小时轮流值班，不管是新

鲜蔬菜、还是整箱矿泉水，都要随时为居民们

送货上门。为了全身心投入，他们将 18个月
大的女儿交给老人照看，主动到居委请缨担

任志愿者，成为大家称赞的“最美夫妻档”。

小区虽然封闭了，但为了同一个目标，原

本陌生的邻居们很快熟稔起来共克时艰。在大
家的齐心协力下，小区顺利完成 4次核酸检

测，累计采样 10987人次。由于摸索出了一套
核酸检测“三步法”秘诀，将核酸检测时间从第

一次的近 8小时压缩到最后一次的 1.5小时。
因为小区封闭，马燕功错过了陪伴儿子从

大学校园走上社会的重要日子，她不遗憾，“14

天中一幕幕抗疫者的剪影，或紧张严肃，或朴素
扎实，或温暖感动，他们融汇在一起，让我们终

于迎来了解封的那一刻！”首席记者 宋宁华 ■ 浦东新区祝桥镇祝和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马燕功

    “555天了。”回顾防疫转运工作，松江区

防控办社区专班人员转运组组长顾星不假
思索地蹦出这个数字。自去年 3月 5日“外

防输入”至今，转运组共组织 20 批志愿者，
这群来自公安、医疗、机关单位等各个条线

的“大白”，担负起松江区的机场入境人员转
运工作。

顾星告诉记者，转运组在浦东机场 T1、

T2航站楼 24小时驻点值守，根据航班情况
完成人员登记接待工作，由车辆组接回松江，

严格落实“14+7”政策。“目前，我们每天转运
的人数约在 20-40人之间。”

区内的应急转运也由顾星等人负责。8月
18日，松江区有庐公寓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当

天晚上转运人数比较多，松江隔离房间数不
够，在市里与外区的支持下，我们跨区转运。”

按照事不过夜的要求，等数百人转运完毕时，

已是次日凌晨 4时。早晨 6时，他将每个人的

落实情况汇总整理成表，确保重点筛查人员都
一个不漏。当天，和转运组一样，医疗疾控、社

区工作者都迅速行动起来，让顾星真切感受到
精准防控的力量：“就像一张大网，网底的社

区干部，落实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的车
辆分到街镇，实现点对点转运，全区乃至全市

都是一盘棋。”

记得去年国外疫情严峻的时刻，留学生
们往往全副武装，做足防护，一路上 20多个

小时，不吃不喝回到上海。有个十五六岁的孩
子，到达浦东机场时已经又饿又渴。“当时我

们工作人员每天要接待 100多人，也顾不上

吃饭，他就把自己的工作餐留给学生吃。”顾
星回忆说。

现在的顾星已经适应了“随时上班”的状
态，负责转运工作的同时，原本在松江区卫健

委人力资源科的工作也不耽误。“转运组能做
到 24小时待命、15分钟准备、1小时内到达

区内任何一点开展应急转运工作，在应急任

务中发挥了‘尖刀班’的作用。”顾星自豪地
说。555天，无数动人点滴，源于基层普通工

作者的付出，也彰显了外防输入的决心。
本报记者 杨洁 ■ 松江区防控办社区专班人员转运组组长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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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公安局民警谢晓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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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保障部总经理曹流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持久战中，发热门诊

毫无疑问是战“疫”最前线。杨浦区中心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主任王斌对此深有感触。

王斌介绍，疫情暴发初期，在杨浦区委区
政府抗疫专项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按照平疫

结合要求，迅速完成了杨浦区中心医院总院
发热门诊及其传染病分院发热门诊、隔离病

房的达标改造建设工作，第一时间落实 24

小时接诊服务并开展核酸检测，落实发热患

者全流程闭环管理。发热门诊严格落实“三区

二通道”“六不出门（挂号收费、检验、检查、取
药、治疗、留观）”要求，积极发挥“首诊负责”

的“监测哨”作用。发热门诊进一步优化发热
门诊流程，严格做到“两个必检”，即患者进入

发热门诊第一时间进行核酸采样送检，患者
离开发热门诊必须检查本人本次在本发热门

诊的核酸检测报告。

自 2020年 3月至今，作为杨浦区内唯
一留验点的杨浦区中心医院传染病分院，已

收治 600多名入境人士入院，其中 100多人
核酸检测阳性。为了严防院感，隔离病房全部

单人单间，实施严格的感控和消毒隔离措施。
王斌还记得，去年 8月 9日，杨浦区中心

医院迎来了第一位“特殊”的入境患者：男性，61

岁，在夏威夷被诊断为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
呼吸衰竭、呼吸机辅助通气、帕金森病及骶尾部

巨大压疮等多种疾病。医院第一时间紧急组建

了感染科、重症医学科、呼吸科、伤口护理等学

科诊疗团队，在隔离条件下成功救治患者。
王斌党龄超过 20年，去年疫情暴发之

初，年过半百的他就带头进入发热门诊工作，
坚守工作岗位，“每一天都绷紧了神经”。作为

一名经验丰富的感染科医务人员，王斌说自
己最大的希望就是一如既往做好疫情防控、

精准感控，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同时还要坚

决守住“院内感染零发生、医务人员零感染”
两个底线，坚决筑牢医疗机构防控阵地。

首席记者 左妍

    “坚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口岸联防联

控、坚持做好内部防护，是海关和边检、民航
等中央在沪单位，地方各区、各部门、各单位

共同筑牢上海空港口岸疫情防控防线的重要
经验。”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值机处副处长张澍

回顾一年半来的抗疫经历。
张澍介绍，疫情前，上海海关就运用风险

分析的方法，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开展信

息搜集，针对性开展打击走私工作。疫情发生
后，这套方法被运用到疫情防控中，海关及时

获取境外高风险人员情报，构建疫情防控甄
别模型，多维度交叉开展风险研判。

在抗疫初期，关员工作强度高。最长的一
次，张澍防护服一穿就是 8个小时。随着疫情

防控向纵深发展，海关积极探索智能化科技
手段，自主研发了自主申报机、多功能分流

机、远程验核机等，实现了 100%电子申报和

无接触验核。大约 90%的旅客可通过自动验
核，直接进入核酸检测环节，实现了精准快速

分流。对亮黄/红灯的高风险人员，关员通过
远程验核机进行人工验核。对确认为高风险

的人员，再由现场关员开展进一步流行病学
调查。这样的工作模式，大大缩减了关员们穿

防护服的时间，旅客的通关体验也得到大幅

提升，实现了安全与便利的统一。
在疫情防控初期，海关和众多口岸单

位、地方疾控部门以及地方各区政府共同创

设了“口岸大流程”，逐步形成口岸通关、入境

人员转运、隔离管理“三个工作闭环”。这个大
流程一直作为通关模式沿用至今。从口岸到

地方，各单位、各部门按照清晰的责任链条，
逐环交棒、接续发力，完整搭建了从国门到家

门的管控闭环。
从去年 3月起，上海海关就成立了专门

的监督指导组，“各级督导检查机制始终以近

乎严苛的标准对待我们，现在，大家都以最高
最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安全防护工作就

是一失万无！”张澍说。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曹流是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

护卫保障部总经理，今年 8月起兼任浦东机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办公室主任。疫情发生

以来，曹流和同事们一直坚守在防疫和旅客、
机组服务第一线。

为进一步做好机场高风险工作人员管
控，防止疫情风险流入社会，浦东机场在自去

年 11月开始的冷链操作、机组保障高风险人

员实施集中居住管理的基础上，整理出 19家
单位 4400余名高风险岗位人员纳管名册；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机场一村”集中居

住点的选址建设，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自建

集中居住点建设及入住使用的机场；协调联
系 36家集中居住酒店，在 8月 27日实现所

有高风险人员的“应住尽住”。
曹流至今对去年 5 月 2 日阿联酋航空

EK302航班的保障过程印象深刻，那是一架
包机。航班上有 273名旅客，全部都是我国海

外侨民，根据航班计划，飞机在浦东机场停留

不能超过 2小时。浦东机场早早准备了最优
的飞机滑行路线和保障方案，并完成了桌面

演练，最终，浦东机场以旅客 39分钟全部下

机、105分钟完成保障的速度，创造了疫情防

控航班保障纪录。阿航工作人员惊呼“奇迹”。
“这是机场速度，更是上海速度”曹流说。

除了“上海速度”，还有“上海温度”。
EK302航班上一名孕妇有先兆流产症状，机

场调配升降平台和专用车辆，第一时间把她
送到医院；为了服务脑瘫儿童和残疾人，提前

备足了轮椅；为了方便与聋哑旅客沟通，还专

门请了手语老师……
防疫至今，浦东机场共保障国际进出港航

班 8.4万架次，转运隔离境外旅客 66万人次，
货邮吞吐 640余万吨。曹流说：“我们将在防疫

工作中，持之以恒地以最严格的主体责任、最
严格的管理标准、最严格的督查、最有效的统

筹，构筑起更为坚固的抗疫防线，全力以赴守
卫好国门、守护好城市。”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过去一年，上海港

却屡创吞吐量新高、连续第十一年取得集装
箱吞吐量世界第一，今年 8月上海港集装箱

吞吐量再破单月纪录。在上海港引航站主任

薛一东看来，上海港引航站的引航员们更是
身处一线中的一线，用实际行动扎紧港口闭

环，守住“入城口”。
薛一东介绍，疫情暴发后，一线引航员坚

持“全副武装”执行引领任务。6小时左右不
吃不喝不上厕所、夏天全身湿透、冬天寒风刺

骨是工作常态。在外轮发生疑似或确诊病例

时，上海港引航站严格贯彻相关防疫要求，第

一时间落实“人员隔离”等相关措施，有效确
保人员零感染。同时，引航员中层干部纷纷带

头，驰援引航一线工作，助力重点企业复工复
产、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8月以来，上海港引航站迅速启动集中

封闭管理（引航专班）。“专班”采用 16（X）+7+
7模式，即封闭工作 16天，然后 7天集中隔离

加 7天居家健康监测。这种模式也导致了人
员紧缺，引航能力下降至 75%左右。当下海运

需求火爆，引航员们义无反顾奔赴港口抗疫

最前线，有 120余名引航员主动请缨加入“专

班突击队”，“早进班、晚出班”驰援一线。
既要严守水上国门第一关，又要追求效

率。去年以来，上海港还相继打赢了“霸王级”
寒潮“阻击战”、罕见大雾过后疏港“突击战”、

持续高温“攻坚战”，并通过套泊作业、顺流离
泊作业等引航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集装箱

班轮准班率和码头运营率。上海港引航站坚

持“因船施策”，总结提炼引航船登轮“测登喷

洗”四步法并严格执行。同时，团队引航，确保
防疫物资运送和分发工作“零延误”，并对引
航员提供“专员、专车”接送服务。引航站还通

过对套泊作业、顺流离泊作业等引航技术创
新，进一步提升集装箱班轮准班率和码头运

营率，努力将疫情防控对生产的影响减小到

最低程度。 本报记者 任天宝

    “仅今年 8月以来，我们就先后完成了浦

东机场、松江中心医院、静安昆仑宾馆等 12

名新冠确诊病例的数据流调工作。”今年 43

岁的谢晓锋，是上海市公安局民警。他的工
作，是与数据打交道，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

中抽丝剥茧，为流调溯源和密接排查提供快

速、精准的数据支撑。

“任何一个细微的数据，都是跑赢疫情的
关键。”作为全国第一个设立数据部门的省级

公安，上海市公安局依托“两张网”建设和城
市数字化转型的规划部署，协调有关部门建

立快速响应机制，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公安与

疾控、卫健等多个部门和社会机构的信息通

报无缝对接，为大数据排查提供了丰富的比
对数据源，也为数据流调工作夯实了基础。

今年 8月 2日，上海报告一例本土新冠
肺炎病例。此前一个夜晚，数据流调已先行展

开。从获悉疑似报告开始，谢晓锋和同事就与
疾控、卫健等部门即时联动，第一时间展开数

据流调：涉疫相关数据源源不断地汇聚到算

力强大的系统里，经过一个个精密编制的数
据模型的运算和梳理，再由人工多重筛选，确

诊病例的居住地、轨迹，及密接人员的相关信
息，最终呈现在屏幕上。

谢晓锋说，市卫健、疾控、药监、通管、大

数据中心、机场集团、海关、边检等单位的数
据支撑与协作，为数据排查提供了丰富的比

对数据源。而在市局内部，也建立了职责明
晰、分工协作的流行病学调查运作机制。

“目前，我们构建了超过 60个涉疫模型
集，基本满足了当前全市疫情防控的数据排

查需求。”为提升响应速度和精准排查水平，
谢晓锋和同事们还围绕数据汇聚和研判分析

能力，组织了流调模拟训练 83次，实战练兵
25次，有效提升了各参战部门工作效能。

回顾 580多天的疫情防控工作，谢晓锋

度过了“记不清有多少个”的通宵夜。“我们建
立了 7×24小时备勤响应机制，很多同事都主

动放弃休息、连续加班，以保证各项涉疫大数

据排查工作顺利开展。这是我们光荣的使

命。” 本报记者 杨洁 潘高峰

    紧邻浦东国际机场的川沙中学南校，一

直处于抗疫最前沿，防控责任重、防控压力
大。但是，学校始终严格抓落实，多措并举周

密部署压实责任，编织起一张安全防控网。
川沙中学南校校长黄晓峰说：“首先是管

好门。我们严格落实每日进校体温测量和进
出校门的保卫工作，做到三个‘百分百’，即外

来进校人员做到百分百问询、百分百测温、百
分百登记。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信息

联动机制，强化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其

次是看好人。我们周密稳妥组织师生安全返

校，做到‘三个严格’，即严格开学条件标准、

严格检查验收程序、严格‘一人一档’。疫情防
控责任压实到部门、班级，抓实到班主任，落

实到‘神经末梢’和‘最后一米’。第三是用好
物。学校备足、备齐防疫物资，在校门口和班

级门口均安装了自动感应手部喷雾消毒器，
每个教室安装了挂壁式医用级空气消毒机，

放学后半小时进行消毒，为全校 3700余名师

生员工牢牢筑起安全之门。”
刚刚过去的 8月，川沙新镇有两个小区

相继被列为中风险小区，这两个小区均为川

中南校招生对口的小区。黄晓峰校长介绍，疫

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快速行动，用“四个
一”传递教育温度。

一封暖心的慰问书信，传递爱心。学校通
过也被隔离在小区内的三位教师，一家家上

门，为每一位居家隔离的孩子送上充满暖意
的慰问信。

一捆提前发放的新教材，送去安心。为了

让暂时隔离的孩子也能感受到开学的氛围。

一份学校的教学规定，确保放心。学校所有
学科的教学进度与孩子们在家观看空中课堂完

全保持一致，老师在线和学生实时沟通。
一次老师的视频通话，带来暖心。班主任

老师每天至少一次与孩子进行电话或视频交
流，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身体和心理健康

等情况。 首席记者 王蔚

马燕功 摸索出核酸检测“三步法”

顾星 确保重点筛查人员一个不漏
555天 24小时待命随时上岗

王斌 优化流程守好发热门诊岗
20年党龄医生带头坚守一线

张澍 制定口岸管理“三个闭环”

守好上海城市安全“入城口”

曹流 “机场速度”也是“上海速度”

不到一个月完成自建集中居住点建设及入住

薛一东 “因船施策”严守水上国门
“全副武装”执行港口引领任务

谢晓锋 构建了 60多个涉疫模型集
构筑疫情防控“数据屏障”

黄晓峰 用“四个一”传递教育温度
编织起一张校园防疫安全网

在封闭小区和居民志愿者并肩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