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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李元春）今年申城体育

把重点放在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上，建设举步可就的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新建和改建市民健身步道80条、市民益

智健身苑点500个、市民多功能运动场60

片、市民健身驿站（职工健身驿站）80个；完

善“一江一河”等滨水体育设施建设，着力增

加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短缺设施等。这是

昨天召开的2022年上海市体育工作会议传

出的信息。

去年，上海选手在东京奥运会取得5枚金

牌、4枚银牌、2枚铜牌的历史最佳成绩；第14

届全运会竞技体育项目上，上海选手获得36

枚金牌、27枚银牌、28枚铜牌、91枚奖牌，奖

牌、金牌和总分均超上届。上海全民健身与

全民健康加速融合，全年共新建改建市民健

身步道107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743个、市

民多功能运动场98片；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

家40家、职工健身驿站20个；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上海体育注重培育自主品牌赛

事，创办上海赛艇公开赛，成功举办2021-

2022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

杨浦站、首届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

2022年，除了继续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

力，做好备战训练和参赛工作外，在全民健身

和全民健康方面，上海将以增加设施有效供

给为重点，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举步可就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做好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新建和改建市民

健身步道80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500个、市

民多功能运动场60片、市民健身驿站（职工健

身驿站）80个；实施市、区两级健身设施建设

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完善“一江一河”等滨

水体育设施建设，着力增加羽毛球、网球、篮

球等短缺设施；持续推进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建设，推动建设都市运动中心新型体育服务

综合体；加快重大体育设施项目建设，建成上

海自行车馆，实现徐家汇体育公园整体开放

试运营，继续推进久事国际马术中心建设，启

动市体育宫等重大体育设施项目；探索打造黄

浦江水岸体育综合体，布局水上特色设施项目；

开展丰富多元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支持社会

力量建设冰雪运动场馆，大力普及群众性冰

雪运动。

在赛事方面，上海将集中资源和力量培

育自主品牌赛事，积极创办“上海明日之星冠

军杯”足球赛，着力提升上海马拉松、上海赛

艇公开赛、上海超级杯和“上海杯”象棋大师

赛的办赛质量和水平。强化“五个新城”功能

导入支持新城举办各具特色的体育赛事，继

续办好“桨下江南”水上马拉松、环意自行车

长三角公开赛。

今年申城体育重点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持续建设举步可就健身场地

“近期，多地出现了散发疫

情，晚上下发的需核实名单又开

始多了，今日事今日毕，原则上镇

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名单后，我

们当日再晚也要核实完的。”近

日，记者走访金山朱泾镇金汇居

委会，社工张玲子正在端详几张

手写纸，上面的内容正是她昨晚

连线的5名名单内人员的轨迹。

晚上加紧核实，白天抽时间再复

盘，看看是否有遗漏的信息，是她

负责防疫条线2年多，不断重复的

自我规定动作，像这样清晰写着

“姓名、电话、楼牌号、目前是否返

朱泾、还有多久返朱泾……”的记

录纸，她写完了一张又一张，装订

了一本又一本。

“这些都是她的宝贝，少一张

可是要急坏她了。”张玲子的同事

笑着对记者说。虽然核对后的信

息需要及时反馈到镇疫情防控指

挥部，但是在原始记录本上有张

玲子出于习惯做的一些额外备

注，这也成了她把这些草稿当作

宝贝的原因。“社区健康管理期

间，我们要持续追踪联系，有新增

的信息，我会继续顺着往下记，即

使过了这段时间，我还是怕有个

万一，所以就都存着，就这样越积

越多了。”

在朱泾，默默将防疫责任担

在肩上，系在心间的村居防疫干

部还有许多，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他们心中的那根弦从未放松。去

年11月以来，为了方便村居民和

企业员工就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加强针，流动疫苗点走进了朱泾

的各小区、村埭和工地，而“他们”

依然是“主力军”。

“我们特别愿意流动疫苗接种

点入驻，能方便居民就好，我们只

是做些服务工作，不辛苦。”据朱泾

镇钟楼居委会社工徐凤英介绍，一

个月时间，在钟楼辖区内，已为居

民们开设了3场疫苗接种专场活

动，累计接种居民近700人。

一句不辛苦，将许许多多繁

杂的工作轻描淡写地藏于笑容之

后。事实上，每次开设专场，大家

都严阵以待。烧热水、搬座椅、引

导喊号、维护秩序……徐凤英和

同事们都忙得热火朝天。家住金

山名都的徐先生告诉记者，“天冷

了，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也不愿意

走远路，这边方便而且环境好，他

们服务也好，帮着四处张罗，我们

来了只要手臂一露就行，脑子都

不用动。”“家门口”的接种获得居

民连连点赞。

“每名防疫干部都一样，抓紧

核实完信息自个儿才能安心，晚

点睡也没啥！”“家里人都支持，孩

子有他爸管着，夜场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任务，没人愿意掉链

子。”……对于“白加黑”的日常，

无论是张玲子，还是徐凤英都有

着自己为之坚持的理由。

通讯员 殷洁如
本报记者 屠瑜

“有人买了一杯奶茶，就被判

定密接了；有人觉得店里太热，摘

下了口罩；还有人进店明明口罩戴

得好好的，出店时口罩却不知去

向！”参与流调工作的一名防疫工

作人员小陈告诉记者，和同事一起

看了数小时的监控画面来进行研

判，眼睛紧紧盯着阳性人员和顾客

之间发生了什么。她发现，尽管很

多人都有戴口罩的习惯，但经常有

人“戴了个寂寞”，最后突然“掉链

子”，增加了密接的数量，是令人惋

惜甚至生气的。

小陈告诉记者，在监控画面

中，她发现有两位结伴前去买饮料

的顾客。点完单两个人还避开人

群，走到了角落里去等候。本来想

着把这两人判为高筛的，谁料剧情

突然“反转”，其中一人可能嫌店内

较热而摘下了口罩，还前去取餐

了，又和阳性人员聊了几句。“看到

这里，只能判密接了。”小陈说，“类

似的情况还不少。想到多了一个

密接，就要拍大腿，真恨不得时光

倒退，再帮顾客把口罩戴上。”

小陈坦言，大多数人的防护

习惯较好，但总有人阴差阳错输

在细节上。比如，两位顾客在店

里是有口罩的，点完单出去溜达

了一圈，再回来取奶茶，口罩神奇

般地“消失”了！还有人拿到奶茶

后突然拉下口罩，插上吸管直接

喝了两口……

每多判定一个密接，就会多N

个次密接和一堆风险管控人员，对

于防疫部门来说，工作量是成几何

倍增长的。因此，小陈表示，戴口

罩不是应付，不规范戴等于没戴。

在商场点单、购物等都要规范戴好

口罩，绝对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

也许有人要说，在奶茶店、饭店不

可能戴着口罩吃喝，所以尽量不要

堂食，如果堂食要和陌生人保持社

交距离。点单和付费推荐无接触

扫码操作，等候期间也不要摘下口

罩。还有，在公共场合的电梯内，

也不能摘口罩。尽管看起来似乎

“麻烦”了一些，却是为自己、为他

人省去了更大的麻烦。

当然，判定密接是一门技术

活，不仅仅是看有没有戴口罩，还

取决于和阳性人员的距离、交流的

时间等。小陈谈到，假如阳性人员

没有戴好口罩，有人上前讲话，距

离比较近，都会判为密接。而她在

最近的工作中也发现，很多外卖小

哥的口罩佩戴也不是很规范，就让

流调人员更加“心惊肉跳”。

小陈说，外卖人员属于特殊人

群，他们的防护工作应当更加细

致。“一些外卖小哥口罩挂在下巴

上，鼻孔露在外面，起不到任何防

护作用。如果进店铺拿了东西就

走全程不交流那还好；但很多时

候，餐食没做好，他们还会跟店

员、同行聊上几句，风险就增大

了。”小陈表示，外卖人员接触的

店铺多、人员多，除了做好防护

外，还推荐无接触配送。因为开

门收外卖还戴口罩的人是很少

的，所以可以和外卖人员电话联

系，放在指定位置。

目前，境外输入疫情风险极

大，本土防控压力激增，尽管每个

人都不能100%避免“踩坑”，但在

外规范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注意手部卫生，给自己的防护做加

法，才能给整个防疫工作做减法，

为守护城市安全出力。

首席记者 左妍

揭秘奶茶店密接判定过程
有人口罩“戴了个寂寞”，千万引以为戒

基层社工坚持常态化防控不放松

“社区健康管理，我们要不断追踪”

前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宣布新增2例
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某奶茶店成为焦点。疫情发
生后，上海的防疫部门迅速启动，落实对密接、次密接和风险
人群的管控。仍有不少网友好奇，奶茶店人来人往，如何判
定密接和次密接呢？为何这次管控人群这么多呢？

▲ 张玲子上门排

摸走访

▲ 张玲子的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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