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夕，她拨通同事的电话，
“有个外省市协查函，一个次密
接送集中隔离，对对，好好……”

农历大年初一，他值虎年
第一班，“我知道你不舒服，不
过你正在好转！”
大年初二，他在微信上回

复咨询，“你们都不爱听语音
吧？但我们每条都听！”
春节期间，社区门诊暂停，

但对于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来说，
工作并没停。他们以严密高效
的措施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以
细致入微的服务守护社区居民
健康，让大家过上安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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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陪伴25个病人过年
除夕，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全科医生姚舜杰和同事一起上门测核

酸。街道有3位14+7的入境人员即将结

束居家隔离，将要做最后一次核酸采样。

“除夕是休息天，一般人总要睡个懒觉。

我们提前联系好，提高效率。”姚舜杰说，2

年抗疫，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不要穿着

“大白”到处走，免得让居民紧张；提前查

好门牌规划好路线，把时间控制好。

年初一，他又准时出现在病房里，但

频道已从“防疫”转到了“诊疗”。“留下来

过年的有25位病人，每个人的情况都要了

如指掌。”姚舜杰说，节假日病房一切照

旧，虽没有“惊心动魄”，但也状况不少。

一位60多岁的脑梗病人刚收进来，

他肺部感染、尿路感染，持续发烧，还时常喘。

根据疫情防控规定，家属不能随意探视，躺在病

床上过节，让病人非常焦虑，偶尔还发脾气，用

手敲床板。作为资深家庭医生，姚舜杰

非常理解他，故作轻松地与其聊天：“你

看，我没病，也要在医院过年。”每次查看

病人，姚舜杰都会在床头多站一会儿，和

病人说几句话，病房里一旦热闹起来，气

氛都不一样了。

小年夜，病房收进来一位80多岁的

老太太，糖尿病酮症，血糖特别高。这是

姚舜杰重点关注的对象。“就怕老太太昏迷，每

个小时都要监测血糖。既要打胰岛素，又不能

发生低血糖，保证她平稳度过节日。”

值班并没有太多轻松的时刻，空下来还要

打电话给家床病人，询问他们病情控制得好不

好。一位95岁的老太太，签约3年，已经不太认

得姚医生了，总把他认成送快递的。但姚舜杰

最牵挂她。“她有老慢支，冬天容易发病。春节

期间不上门，提醒她女儿一定要注意，一

有苗头马上送医……”

临近下班，办公室外闪过两个全副

武装的“大白”，姚舜杰没有立即认出是

哪位同事。“新年好啊！”“上门做核酸？”

开口讲话，这才认出对方。

有人参与防控，有人留守病房，基层

医生的春节，正如同往常的每一天。

春节里群主也一直在线
“跟前两年相比，今年算幸福了！”中心防保

科科长陈倩笑着说，“前阵子那么忙，差点以为

这个年又泡汤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祥和

的春节如期而至，我也和丈夫‘团聚’了！”丈夫

是交警，妻子是医生，“医警”都是抗疫主力军，

聚少离多的日子熬了2年。

陈倩是经历过SARS的“老兵”，负

责社区健康管理、疫苗接种、应急排班等

各项协调工作。春节，她手机不离手，一

旦有情况，马上要出动。“箭在弦上”是她

描述自己的状态。除夕，陈倩看到工作

群里跳出消息，外省市发来协查函，辖区

内一位50岁男性居民被判定为“次密

接”，根据防控要求，要立即上门采样，并将该居

民送至集中隔离点接受14天的医学观察。“真

的是很难啊，除夕要接他去隔离，谁都说不出

口！”陈倩说，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她还是马上安排了一组队员上门，同时做好

安抚工作。“经过2年的抗疫，大家都越来越

体谅我们了。尤其是前段时间上海发生疫

情后，我们的工作量激增，但很少遇

到不配合的人了。”陈倩说。

和陈倩一样与手机为伴的，还有

医务科科长、全科医生马龙飞。马龙

飞是中心的“大户”，拥有3000多位微

信联系人，都是居民，他还组建并管理

患者微信群20多个。春节期间，马龙

飞一直在线，比平时还忙。

“年初二，有个老病人联系我，说血压高

到160！”马龙飞说，病人70来岁，过年前刚

刚来看病配药。他马上问，“药吃了吗？”对

方回答：“大年初一不吃药，是我们的习俗。

如果大年初一吃药，就意味着新的一年里都

要吃药。”马龙飞语重心长地告诉这位爷叔，

有些药需要终身服用，大年初一是不能停药

的。降压药就是之一，如擅自停药，血压就

会出现不稳定，可能造成头晕、头痛

等不适，甚至是引发危险。“该吃药

的吃药，该治疗的治疗，这才是科学

的态度、健康的观念。”还有一位68

岁的阿姨心脏不舒服，家里却没药

了。她询问，药还要吃吗？去哪里

配呢？马龙飞详细询问症状后告诉她，药必

须吃。这种药可以在离她最近的瑞金医院

卢湾分院配到，只需要过一条马路。

因为联系人多，工作量大，马龙飞说，中

心组建了团队分时段回复。有老人不会打

字，只会语音，一发甚至好几条，他们就耐心

听完，有时还要听上好几遍，再用文字回复，

便于老年人保存和阅读。长假里，询问吃

药、饮食、看病的人非常多，医生们经常要回

复到深夜。同时，他们也不忘记对居民们

“念叨”防疫和健康科普提示。马龙

飞说，这样时不时地“敲打”一下，防

止大家放松警惕是非常有必要的。

除夕至今，群里给医生护士们送

的祝福同样没有停过。许多病人都对

“健康守门人”表达了诚挚的感谢，这

让马龙飞和同事非常感动。在他们看

来，居民的认可和信任，就是最好的新

年礼物。

首席记者

左妍

居民安康

昨天，绵绵细雨加上冷空气来袭，许多市

民选择了“窝里蹲”，闹市区和景点等出行人数

大大减少。“大年初一世纪公园里有近1.5万人

次，昨天仅3000人次左右。原本昨天预约参

观世博文化公园有近8000人，但截至昨天下

午4时，进园的只有近1000人。”陈炜炜说。尽

管如此，“城运人”没有丝毫松懈。春节前夕，

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浦东新区未雨绸缪、周

密部署，制定了《浦东新区2022年春节期间应

急保障工作方案》，以“观、管、防、处”四项措施

为抓手，全面落实各项应急保障工作。

昨天下午，一家燃气公司接到疑似燃气泄

漏的工单，在迅速派人核查的同时，预警信息

马上传到了浦东城运中心的“中枢神经”，“城

市大脑”随即启动连锁反应。原来，浦东“城市

大脑”已经升级到3.0版，以指挥长、应急值班

长、平台值班长、总值班室主值班和副值班、办

公室保障人员组成的值班组，是“观、管、防、

处”四项措施的具体执行者。

何为“观、管、防、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观”，即依托浦东“城市大脑”和“浦东新区智

能应急综合管理平台”，综合运用图像监控、高

空鹰眼、无人机视频、人流热力图、“城运通”单

兵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密切关注浦东城市运行

体征、主干道路通行情况、热门商业网点景点

人流情况以及交通站点的运行情况，并通过视

屏会商与相关单位开展协同处置异常情况。

“管”，围绕大客流、大车流、火警、生产安全事

故、极端天气等风险要素，加强值班值守力量

落实、信息收集、研判预警和应急处置。“防”，

依托景区客流眼、民情民意智慧感知平台、舆

情感知系统以及大人流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等

智能监测系统、“城市大脑”雨雪冰冻专项场

景、危化品智能监管平台等智能化手段，实时

监测预警，并做好联系协调、跟踪报告等工作，

及时解决节日期间市民遇到的急难愁盼问

题。“处”，一旦接报重大、敏感突发事件信息，

当班值班组根据“统一领导、分类处置、分级响

应、高效联动”的原则，依托“区应急指挥平

台”，迅速核实事件基本情况，及时向当班区领

导报告，及时启动相应的专项应急预案，建立

指挥和通信体系，开展联动处置。

仅一刻钟左右时间，经过多方联动，从燃

气公司传来消息，工作人员已经现场核实情

况，燃气没有发生泄漏。有惊无险！大家都松

了一口气。

记者从浦东新区城运中心获悉，昨天浦东

城市运行总体情况良好，共受理各种来源工单

337件，其中城运工单高发问题主要包括：涂

写、乱张贴、乱刻画、挪车求助、垃圾投放点等，

约占总量的9成以上。

据悉，浦东“城市大脑”在上海率先试点推

出后，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实现对城市

全覆盖、全天候的“智理”，构建了10类、57个

智能化应用场景。“今年，我们还将聚焦更多应

用场景，建立基层队伍配备、设施、机制等标准

化管理体系，深抠细挖每一个环节的运行效

率，让‘城市大脑’实用又管用，‘绣’出上海城

市管理的‘新精度’。”有关负责人表示。

首席记者 宋宁华

云上线下 每个角落都不掉以轻心
新春佳节，浦东城运中心近6000人和50支应急队伍时刻准备着

守护

城市安全

守护

“有外来车辆挡住了我的
车，能帮忙联系上挪个车吗？”
“小区里有人乱张贴，能处理一
下吗？”……新春佳节，一张“隐
形”的保护网正守护着这座城
市的每一个人。
今早在浦东城运中心，通

过视频点名等，全区各街镇、委
办局值班人员等“云上见”，从
各个角落陆续“报道”，开始新
一天的“组团”值守。当日值班
指挥长陈炜炜告诉记者，尽管
节日里工单数量比平时大幅减
少，但大家没有掉以轻心，近
6000名值班人员和50支应急
队伍时刻准备着，确保市民度
过安全欢乐祥和的春节。

这些社区“健康守门人”的春节，如同往常的每一天

除夕接人去隔离 微信语音条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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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

马龙飞比平

时还忙

▲ 姚 舜

杰大年初

一值班

▲ 陈倩（前

左一）与同事

在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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