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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疫情发布会，教委相关同志到场，不
少人说“神兽”专场来了。当然，这不是从昨天
开始的，曾几何时，开学就被叫做“神兽归笼”，
放假自然就叫做“神兽出笼”。这样的称呼，充
分体现了“每况愈下”四个字的含义。
记得我小时候，孩子是被叫做“祖国的花

朵”的。有一部老电影叫《祖国的花朵》，有一首
经典儿歌叫《祖国的花朵》，还有一首叫做《娃哈
哈》的填词歌曲，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
花朵真鲜艳”——我记得小时候唱起来的时候，
还真觉得自己像花朵一样，有着幸福而美好的
未来。不管怎样，“祖国的花朵”几十年来都是
孩子的代名词，出现在人们的习惯用语中。
近些年来，“熊孩子”忽然开始出现在人们

的口中。“熊孩子”，原意大概是指那些愣头愣
脑、傻头傻脑，干傻事甚至搞恶作剧，令人哭笑不
得的孩子。渐渐的，似乎也不仅仅是负面称呼了，
其使用语境逐渐外溢开来，在人们日常使用中，几
乎可以指代大部分的孩子。加一个“熊”字，似乎
很能体现人们无可奈何、爱恨交加的情感。
互联网传播年代，来得快也去得快，最近，

“熊孩子”好像也走熊了，取而代之的是“神
兽”。据百度说，是因为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
影响，不少孩子在家上网课。这些孩子活泼可
爱，但许多人调皮捣蛋，出格之事时有发生。他
们在家学习，没有教师监管，家长不得不与之斗
智斗勇，使出各种招数，犹如跟“神兽”相斗。
这仿佛是对孩子称呼的三部曲，从可爱的花

朵，到虽然冠以“熊”但至少还是孩子，再到离人而
入“兽”。没有调查过孩子们是否喜欢大人这样称
呼他们，所以不敢断言究竟是“花”好，还是“熊”
好，抑或“兽”好。但总觉得，被叫做花，大约总是
努力想要向花的美好靠拢的；被叫做“熊”，则是否
会心理暗示“熊”一点也无所谓；而被称为“兽”了，
哪怕“兽”而“神”之，是否会更加无所顾忌？
可能我是多虑了。不过，孩子总是相似

的。以前也肯定有调皮捣蛋的孩子，那也是花
朵，百花齐放是常态。还有一个不变的是：任何
时候，都要呵护我们的花朵，尤其疫情当下时。

申城的这座校园，有点暖。

上海交通大学昨天开展相关筛查，生

机勃勃的校园清冷起来，然而网络空间里

一场温暖的守望相助悄然开始了……

一份《上海交通大学疫情互助共享文

档》在朋友圈热闹刷屏，这份可以多人在

线实时编辑的文档帮助师生共享官方信

息，实现互助。文档发起人是上海交大媒

体与传播学院研二学生周景怡，“面对学

习生活可能发生的变化，大家心里有许多

疑问，不确定感也带来焦虑，我就想通过

共享文档的形式，让大家能够及时获得有

价值的信息。”

这份文档设置了“问答”“物资互助”

“官方通知”“公共服务区”“疫情动态”等板

块，很快从小周的寝室传播开去。

“今天午餐时间为10:45-12:45，晚餐时

间为16:45-18:45。请大家就近、错峰在食

堂买饭打包带回用餐，注意节约，垃圾减

量。”“今天的课程转为线上，已到教室的同

学在教室视频上课或自己电脑接入。请大

家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各学院、部门的官

方通知从早上7时30分开始陆续更新。

“包图还开着吗？”“实验楼还能进吗？”

“教育超市货源充足吗？”问答区逐渐热闹

起来。除了关心“自己的事”，也有贴心的

学生询问：“后勤工作人员有没有地方住？

有没有能提供给他们的帐篷睡袋什么的？”

这份文档最暖心之处，也是最热门的

板块——物资互助区。“口罩管够，还有其

他物资，需要的可以联系，抱团取暖。”“我

有‘小电驴’，可以帮忙送东西。”口罩、胃

药、酒精、创可贴、红糖、纸巾、电池、卫生巾

……表单上的接力越来越多，短短两小时

已超过两百条。看到内容越来越丰富的表

单，小周心里也暖暖的，“有那么多人支持

这个文档，让我觉得这件事是有意义的，焦

虑感也减少了一些。”

在上海交大的校内BBS“水源社区”，

一系列“交大疫情防控动态”的帖子也设置

为开放编辑模式，师生能够一同更新校内

抗疫的实时进展。核酸检测安排和进程，

教育超市、餐厅、健身场馆、图书馆、自习室

开放信息，快递、外卖及出行信息等板块不

断更新内容，不信谣不传谣、避免聚集减少

外出的倡议和号召也在网络社区里传播开

来，这些真实而准确的信息也为疫情中的

校园增添了一份安心。记者了解到，“水源

社区”的当日浏览量达到31.4万，覆盖校内

1.71万师生。

上海交大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早早行

动起来，10分钟集结500名志愿者待命，为

一同抗疫做力所能及的事。

这学期小周没课，正忙着准备毕业论文

开题，有学校图书馆的线上资源保障，学习

进度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不过原本周末的

教师资格考试估计不能赴考了，面对这些变

数和影响，小周也很坦然：“先配合防控，相

信学校的保障。至于其他，顺其自然吧。”

本报记者 易蓉

本报讯（记者 左妍）市卫健委今早通报：2022年3月9日

0-24时，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例（3月9日已通

报）和无症状感染者76例（其中15例3月9日已通报），1例病例

因症就诊发现，12例无症状感染者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

现，其余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口罩管够，需要的可以联系”
上海交大师生在线守望相助

增设采样点位 减少市民等待
升级空中课堂 关心隔离学生

昨天下午，上海举行第119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邬惊雷，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中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出席并

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回答记者提问。

核酸检测 提高日采样量

问：8日晚上海发布了核酸检测点的信
息，大家很关注，请问如何加强人员力量配备
和现场秩序维护？
邬惊雷：近期疫情发生以来，针对市民核

酸检测需求增多的情况，市卫健委全面加强

核酸检测服务的组织管理，要求开展核酸检

测的医疗机构不断优化检测服务，尽全力满

足市民需求。

■ 要求医疗机构通过增配采样人员、增

设采样点位、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检测流程等

多种方式，提高日采样量和检测效率，尽可能

减少市民等待时间。

■ 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宣传指引，通过公

众号、互联网、预约电话等形式提供检测服务

信息查询和预约渠道，为市民检测提供更多

便利。

■ 要求医疗机构强化采样检测安全管

理，落实预约采样、间隔采样时间段，加强通

风和环境清洁消毒，做好采样医务人员个人防

护。加强现场引导，优化采样流线，指导大家

正确佩戴口罩，保持距离，防止发生交叉感染。

提醒有采样需求的市民，在采样前请提

前通过随申办市民云、健康云、网络平台、电

话等方式预约，合理选择采样点，确认好采样

点服务情况，特别是近期因突发疫情排查工

作需要，相关医疗机构可能会临时停诊。完

成确认预约后，请在预约时间段到场采样，全

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耐心排队等待，

避免聚集和相互交谈，采样后也要尽快离开

现场。

发热咳嗽 第一时间就诊

问：本轮疫情已持续一个礼拜，请问樊院
士您对近期的疫情怎么看？对上海接下来的
防疫工作有什么建议？对市民还有什么提醒？
樊嘉：近期本市的疫情形势，还是比较严

峻的。但市民朋友也不要担忧，我们有完善

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治网络。目前，整

个城市的疫情防控体系正在高效运转，全力

应对挑战。作为一名普通的市民，我们要用

实际行动来为抗疫工作贡献力量。

■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三件套、五还

要”，做到戴口罩，保持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等。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一定要

第一时间去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途中做

好个人防护，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更不要自

行购买、服用感冒退热药。

■ 要积极配合疾控部门开展流调、核酸

检测和管控工作。如果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

色，请不要紧张，配合相关部门落实管理措

施，自觉不去公共场所，减少与他人的接触。

■ 对于符合条件的市民朋友们应尽快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加强免疫接种，只

要全程规范接种疫苗以及加强针，就可以减

少重症发生，为自己加一件“防护服”。

■ 非必要不聚集，减少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非必要不离沪不出境，非必要不前往国内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确实需要离沪的，在外

出过程中，应做好个人防护、手消毒等，开展

每日自主健康监测。同时，为了方便出行，建

议市民离沪前和返沪后48小时内各进行一次

核酸检测，也希望外地朋友来沪前48小时内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封闭管理 启动在线教育

问：近期排查涉及不少学校，大家还是很
关心上海会不会停课？目前中小学是怎么安
排的？
杨振峰：我们始终把广大师生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指导学校严格落实

本市疫情防控要求，在有序安排在校学生教

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安排教师妥善做好在线

教育教学，加强对无法到校学生的关心关爱。

上海市教委已进一步优化和升级了“空

中课堂”资源。目前有部分学校根据疫情防控

需要，采用了线上教学模式。后续将按照上海

疫情防控要求，及时发布最新教育教学安排。

请广大师生和家长还是要继续加强自我防护，

坚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护五还要”。

问：近期对校园防疫工作有什么具体要
求？特别是针对因疫情被封闭管理的中小
学，做了哪些工作？
杨振峰：本市各级各类学校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有关要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严格

校门管理，严格进校审批、身份核验、体温检

测、健康码、行程码查验制度。强化场所管

理，做好重点区域通风消毒。落实筛查防护，

做好物资储备，开展环境整治。

对于因疫情被封闭管理的中小学，学校

配合疾控部门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组织

相关师生员工开展核酸检测，落实各项防控

要求和措施，全面启动在线教育。

对于集中或居家隔离以及健康观察的学

生，学校加大关心关爱，按照分类施策的原则，

开展在线教育。目前，“空中课堂1.0”已建设

完成11300余节视频课，“空中课堂2.0”（名师

面对面）已建设完成近200节视频课。所有学

生可通过电视以及“上海微校”大规模智慧学

习平台观看、点播教学视频开展学习，同时可

通过各校选用的应用平台开展师生互动。

本报记者 左妍

■“水源社区”及时更新信息，缓解了师生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