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让医生吃下“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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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在第112

场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

说，气温回升，春光明媚，出行、出游

频繁，大家应该记住个人防护四部

曲：一个要加强、两个非必要、三个

应主动、四个需注意。

如果是需要频繁出行的人，特

别应该要接种疫苗，规范完成疫苗

全程接种；如果时隔6个月以上，还

应该去接种加强针。现在所有国际

上以及我国的数据都显示了加强针

是有效的。

吴凡特别提醒年轻人，呼朋唤

友出行能理解，但人数不宜过多，尽

量减少非必要的聚集。

如果出现症状，觉得自己不舒服

了，出现咽痛或者有轻微发烧，哪怕

没有离开过上海，也应该及时就诊。

不要觉得自己身体挺好就扛一扛，

因为你的“扛一扛”就把时间耽误

了，既不利于自身的健康，也不利于

对身边人的保护。万一不幸感染了，

越早就诊涉及的范围就越小，排查的

范围就越小，涉及人数也越少。吴凡

说，如果此时出现症状，千万不要太

积极带病工作，也不要带病会友。

及时就诊的过程中，应告知最近是

否有相关旅居史，做好个人防护措

施，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吴凡还提到了规范洗手的三要

素：肥皂、20秒、流水。什么时候洗

手，吴凡给的关键词是“转场”：乘坐

公共交通进办公室或回家、上完厕

所、接完快递、摸了其他的东西……

这些洗手应该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当

中一种自觉的习惯。

吴凡强调，戴口罩是非常有效

的防护措施。“我还是看到电梯里家

长带孩子的不戴口罩非常多。公共

交通有人管，电梯里没有人管的时

候大家也得自觉。”

近期气温骤升骤降，大家应及

时关注天气预报。年轻人捂了一冬

天的棉袄，想着漂亮衣服要赶紧拿

出来穿，这里还有一句老话“春捂秋

冻”，及时增减衣物非常重要。特别

对于幼儿、体弱多病的老人，这类人

群对冷热不敏感，过冷过热，脱太

快、穿太多都有问题。

出现症状不要“扛”，及时就诊
吴凡：万一不幸感染，越早就诊涉及范围就越小

本报讯（记者 郜阳）昨天，市

卫生健康委通报，上海新增1例新

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该病例为女性，56岁，退休，

居住于普陀区志丹路155号西部名

都花园。28日下午因发热前往同

济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3月1日，市疾

控中心复核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综合流

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

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轻型）。该病例已

全程接种过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该病例涉及的轨迹为普陀区

甘泉街道志丹路155号西部名都

花园、石泉街道宁强路33号石泉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甘泉街道甘泉

路436号好客时代生鲜超市、甘泉

街道志丹路151号老上海面馆

店。对上述场所已严格落实了相

关消毒和管控等措施。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要求，经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将普

陀区石泉街道宁强路33号石泉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本报讯（记者 郜阳）在第112

场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介

绍，2月28日，上海定点医疗机构收

治的新冠肺炎病例数已达疫情发

生以来的历史最高位。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持续传播

蔓延，国内多地出现本土疫情，上海

面临的压力很大，挑战很多，集中收

治病例数近日增长较快。邬惊雷在

本次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数次提

到，近期“压力持续增大”。

作为应对，上海已采取四大举

措：一是全市调配医护力量，支援定

点医院，包括中医和心理医生。

近期儿童病例增加，因此特别抽调

市级儿童专科医院力量增援。上海

还增强了后续的医疗空间和物资储

备；二是特别注重对所有病人进行

风险评估，组建市级医院重症救护

团队，一旦出现重症、危重症患者，

采用组团包干形式，集中力量重点

救治；三是加强医疗救治物资保障，

保证救治药品与设备、检验检测试

剂、防疫和消毒装备充足；四是加强

医务人员的院感防护与个人防护业

务培训，妥善做好医疗救治人员生

活和工作的各项准备。

邬惊雷表示，从目前来看，上

海医护力量配备、场所力量配备以

及物资装备的配备，都是充足的，

可以满足医疗救治需要，请上海市

民们放心。

此外，上海作为全国主要口岸

城市，境外输入的防控压力也在持

续增大。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方

面，上海同样有四举措：一是加强

高风险人员的管理；二是始终加强

精准高效处置；三是按照分级分类

管理要求，及时调整优化完善机

场、港口防控措施和操作流程；四

是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上海昨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石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收治新冠病例数达历史最高位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很大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芝兰

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昨起至

3月14日，上海植物园举办春兰展，

50多种、上百盆名贵春兰将为游园

市民带来春天的味道。

春兰为兰科兰属的地生植物，

又名朵兰、扑地兰、幽兰、朵朵香、

草兰等。每年的2-3月开花，一个

花葶上一朵花，春兰名品中有梅

瓣、荷瓣、水仙瓣、素心、奇种、花艺、

叶艺之分。

据了解，上海植物园的兰室

在上世纪建园初期就已存在，园

方一直在收集、种植和展示中国

野生地生兰原生种。此次展览看

点不少，其中不乏“寰球荷鼎”

“大富贵”“翠盖荷”“贺神梅”等

名品。

■ 西部名都小区进入封闭管理状态，社区志愿者为小区居民取菜

本报记者 陈炅玮 摄

上海植物园举办春兰展

■ 昨天下午，市民在徐汇滨江享受阳光抚照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本报讯（记者 马丹）申城

晴好天气正在“大放送”。尽管今

天早晨天空的云较多，市区徐家汇

站的最低气温在7℃左右，郊区略低

些，其中，北部的崇明、宝山等地最

低只有2~3℃左右，但是白天云开见

日，气温一直往上蹿，最高气温升至

16℃左右，可谓是春意浓浓。

按照气象意义上的入春标准

（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不低于10℃，

5天里的首日定义为入春日），截至

昨天，申城已经连续4天达标，能否

一脚跨进春天，就要看今天的平均

气温了。不过，市气象局首席服务

官邬锐说，2月26日入春的可能性

虽然极大，但是，今天的日平均气温

仍然留有一些悬念。日平均气温的

计算并非简单地将每天气象站里百

叶箱测得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相

加除以2，而是4个定时气温的平

均，也就是说会采用一天中2时、8

时、14时和20时4个时刻的气温相

加后除以4，作为一天的平均气

温。“目前来看，今天白天的气温不

算太低，主要还是得看晚上8时的

气温会跌至多少度，因此，上海入春

与否仍存在不确定性。”

不过，邬锐说，不管入春是否成

功，近期上海的天气体验已经和春

季没有太大差别。从最新资料来

看，一直至下周周中都以晴或多云

为主，其中4日白天有短时小雨，持

续时间短强度较弱，5日前后会有

一次弱冷空气过程，6日最高气温

会小幅下降至12℃。

天气晴好
春意正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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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挺身而出、救死扶伤，

将更有底气。从3月1日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正式开始

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

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

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

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

承担民事责任。

“请问这里有医生吗？”当有

人在公共场所突发疾病或遭遇

意外时，谁不希望这声呼唤得到

回应呢？搜索媒体和网络，医生

在公共场所实施急救的例子可

以说不胜枚举，像去年7月的郑

州水灾中，就有医生跪地六小

时，为昏迷者做心肺复苏和人工

呼吸，救助了十几个人。与普通

人相比，医生具备更多专业知识

和能力，如果他们能伸出援手，

将给遭遇紧急状况的人带来更

多生的希望。

不过，即使是医生，急救也

不一定成功，何况公共场所往往

不具备完善的医疗条件。如果

医生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和救死

扶伤的职业道德挺身而出，事后

反而遭遇索赔，或被质疑“非法

行医”，那实在会让人心寒。

现实中，一些个案中的波

折，就曾让医生产生疑虑。2019

年，一名医生在出手救治突发疾

病的列车旅客后，被列车工作人

员索要医师证，拍下照片、车票

等留存，还被要求写下情况说

明。这让医生担心，如果旅客病

情恶化、发生纠纷，会不会让她

承担责任？幸而后来铁路部门

向她致歉，卫生部门也及时出

声，为她点赞。

法律的明确规定，更是让医

生们吃下“定心丸”。实际上，

《民法典》就有被称为“好人条

款”的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医师法》重

申并细化这一条款，更是给医生

们卸下了后顾之忧，让他们在他

人遭遇危急时，不必瞻前顾后，

而是能基于内心良善和职业道

德，及时出手相救。

弘扬生命至上的理念、鼓励

见义勇为的精神，不仅需要道德

上的赞美，更需要法律和制度的

保障。通过立法，避免包括医生

在内的救助者们“流血流汗又流

泪”，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氛

围，让更多生命能够得到帮助和

救治，让社会更加温暖。

今日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