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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疫情防控处于最吃劲的阶段，买菜配药等寻
常事，都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成为老百姓的“急难
愁”。尤其是独居老人、重症病人、不能自理的残
疾人和特困家庭等特殊人群，他们的需求更让全
社会牵挂。

粮油菜肉供给够不够？入户“最后100米”如何
打通？紧急就医与配药需求，怎样保障？目前，上海
正加紧完善针对上述四类人群的兜底机制，及时发现
人群、精准排摸需求、快速解决问题，进一步筑牢疫情
防控的民生底线，更好关爱这些“沉默的少数”。

孙春兰在沪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苦战
实干、连续作战 李强龚正参加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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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4月12日至13日在上海调研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主持疫情分析会，前往养老

院、大型企业、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察看

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情况，视频调

度各区防控工作。孙春兰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发扬苦战实干、连续作战的精

神，以更坚决更果断的措施，在与病毒赛跑中

赢得主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

加相关活动。

12日晚，孙春兰召开工作组疫情分析会，

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明确下一步疫情防控

重点任务。13日，孙春兰前往杨浦区，深入

了解养老院疫情防控和隔离、转运及诊疗进

展，来到创智天地商务区听取闭环管理情况

介绍。孙春兰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染

性强，必须压紧压实闭环管理各项举措，采

取坚决果断彻底措施，迅速处置，应隔尽隔，

应转尽转。在松江区某企业生活区，孙春兰

详细了解工厂闭环管理、突发疫情处置情

况，要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发现堵住

防控漏洞，切实筑牢闭环防线。在确保防疫

安全的同时，持续做好生产经营，保障供应

链产业链安全稳定。孙春兰还来到上海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核酸检测进度及

采、送、检、报、转、收情况，并视频连线有关区

负责同志，听取核酸筛查和风险人员转运、日

清日结情况汇报。

孙春兰指出，要聚焦方舱医院、隔离用

房、医疗资源等关键重点，加强全市统筹，强

化市区衔接、专班协同，更加迅速转运风险

人群，真正做到“四应四尽”、日清日结，彻底

将病毒传播的“根子”拔掉。要进一步落实

社区管控措施，依法依规加强重点人群管

理，引导居民积极履行防疫责任义务，创建

更多“无疫小区”。要根据城市老龄人口多

的实际，及时制订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指导

意见，加强疫苗接种，在防控资源和措施上

优先保护老年群体。要提高医疗救治的精

细化水平，发挥多学科团队作用，开展联合

会诊巡诊，对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进行有效

救治，尽最大努力减少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疫情数据一定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保障

好群众就医需求，不间断提供医疗服务，为脆

弱人群、大重病患者就医开辟“绿色通道”，守

护市民群众安康。

聚焦关键重点彻底拔掉病毒传播“根子”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昨天晚间，杨浦区发布了

第二批身边小店名单，包括商

超、便利店、餐饮店等共计29

家，均已恢复运营，在配送能

力范围内，就近保障居民基本

生活需求，居民可通过线上订

购或电话咨询。

喷香的炸鸡、可口的便当、

新鲜的面包……杨浦区近日恢

复运营的第一批身边小店，生意

“火爆”，有些小店的外卖端口，

10秒钟能接到上百个订单。这

些小店有效保障了周边居民的

基本生活需求。

当下，上海正实施分区分

类差异化防控，物资保障是疫

情防控工作中一条重要的生

命线。在市、区商务部门的指

导下，更多的身边小店在加大

人力物资投入，可营业的身边

小店越来越多，除了杨浦之

外，虹口、宝山等区的不少身

边小店，也逐步恢复运营，做好

民生保供工作。

小店虽“小”，但保供的意义很

大。通过“居民下单、小店配单、快

递送单”等模式，这些小店最大程

度解决了一些居民“线下买不

到、线上抢不到”的现实需求，

有效弥补了社区团购中如果没

有足够人拼单就不能成“团”的

不足，对于社区中不会网购的

人群来说，一些小店也提供电

话咨询和订购服务，也让他们

的生活有了保障。

如何使得更多人了解周

边有哪些小店，除了线上公告

之外，小店的信息也可以通过

线下的方式进行告知。居委以

及社区志愿者可以将网上公告

信息打印出来之后，送给社区

内不方便上网的居民，让他们

了解小店的联系人电话、购买

途径等信息，方便他们购买。

要让这些小店更好地“活

下去”，还要做好防疫工作。

除了店内的工作人员做好个

人防护、落实好核酸检测之

外，前来取货的配送人员也要

落实好限流、保持距离等防疫

措施。

期待更多身边小店“活”

起来，更多保供“生力军”返

岗，结合各种线上线下的保供套

餐，让足不出户的居民有更好的

生活保障，助力尽快实现上海疫

情社会面清零，坚决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的大仗硬仗。

上海针对四类特殊人群加紧完善兜底机制

为“沉默的少数”送温暖

关爱独居老人
为老送餐“不打烊”
疫情之下，独居老人的生活状

况牵动社会各界的心。市民政局

将疫情防控期间高龄独居等困难

老年人关爱服务纳入联防联控工

作重点。各区民政部门牵头组织，

对高龄独居的困难老年人开展摸

底排查，聚焦特困老年人、孤寡老

人、纯老家庭，或家人被隔离收治

而暂时无人照料的老年人等特殊

群体，重点排查老人日常生活需

求、健康状况等情况。

目前，上海坚持为老送餐“不

打烊”，各街道（镇）组织社区志愿

者，接力做好辖区内特殊老年对

象送餐到楼组或送餐上门服务。

配药就医方面，通过居委干部等

精细排摸辖区老年群体用药刚需

情况，形成清单后统筹安排居委、

志愿者代配药，相关部门积极倡

导街道（镇）成立配药小组（分队），

对确实存在困难的问题，及时反馈

至街镇。

受疫情影响，相关为老服务场

所暂停开放，但对于高龄独居等困

难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仍在遵

守防疫政策的前提下继续开展。

自3月28日起，全市目前仍有550

多名居家养老护理员克服各种困

难提供居家上门服务，为1600多

位刚需困难老年人提供服务3000

余人次。

保障残疾人士
搭建绿色通道优先保供
在疫情防控中，全市残联系统

始终牢记“服务、代表、管理”残疾

人的使命和职责，以切实有力的举

措为在疫情中的困难残疾人排忧

解难。

兜住民生安全底线。基层残

联组织与属地残疾人尤其是特殊

困难残疾人建立疫情期间经常性

联系，突出关注低保低收入家庭、

急症重病患者、出行不便和新冠肺

炎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中的残疾

人，建立健全相应的关心关爱机

制。排摸因重残等长期居家卧床

的残疾人情况，通过上门服务等方

式，解决核酸检测中的出行困难。

组织饿了么、美团、京东、盒马等电

商平台企业，为残疾人搭建绿色通

道优先保供。

协调解决特殊困难，如协调解

决封控期间导盲犬室内排便难、护

理用品断供、患有尿毒症残疾人需

要进行血透治疗等难题，帮助重残

人员购买或发放生活物资，协助相

关部门安排新冠肺炎确诊和无症

状感染者中的残疾人尽快转运

等。针对“三阳机构”关闭线下服

务情况，借助“上海市心理热线”等

平台资源，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

关心服务对象的居家情况，为其提

供心理疏导，安抚情绪、消除顾虑。

同时，市残联公布24小时信

访咨询电话12385、63211941，各区

残联设立24小时值守的信访咨询

电话。公布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手语视频电话，方便听障残疾人求

助。

帮扶特困群体
粮油帮困31.04万人次
疫情防控期间，上海各区进一

步加大“政策找人”力度，依托多种

力量及时了解困难家庭的生活状

况。

对因疫情影响造成基本生活

临时出现困难的群众，明确由户籍

所在地街道（乡镇）及时核实情况，

给予临时救助；对家庭成员有确诊

或无症状患者的，根据需要直接给

予临时救助；对其他生活困难的患

者，及时启动临时救助，积极开展

先行救助；对因疫情造成重大生活

困难的，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加大

救助力度；对受疫情影响，暂时找

不到工作又得不到家庭支持的生

活困难外来务工人员、因封控原因

暂时滞留的临时遇困人员等，明确

由急难发生地实施临时救助或其

他帮扶。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

市区救助管理站已累计救助1872

人次。

疫情期间，对特困家庭来说，

生活资金保障问题更为突出。为

做好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相关部门

及时足额发放社会救助资金，确保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

障。截至3月底，本市共有低保对

象16.89万人，特困供养人员0.47

万人，实施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

助1568人次，临时救助4700人次，

共发放救助资金6.40亿元。

此外，上海已实施粮油帮困

31.04万人次，为困难群众中的老、

弱、病、残人员提供油、米、糖等实

物，支出资金2073.82万元，针对蔬

菜价格上涨的情况，对城乡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支出型贫困家庭生

活救助对象等发放一次性补贴。

温暖重症患者
计划筹资提供临时帮扶
血透、放化疗、器官移植……

重症患者就医迟不得、等不得。疫

情期间，各区街镇成立医疗专班、

“应急先锋队”，打通居民看病就医

的“生命线”。

针对重症患者，帮扶托底正在

积极筹措。上海市红十字会拟把

“红十字千万人帮万家”救助对象

中的肿瘤患者、精神病患者、失智

特困老人等重症患者作为重点帮

扶对象，计划积极筹措资金，为他

们紧急提供临时的帮扶，以保障他

们的日常基本需求。

为做好上述人群的帮扶工

作，上海市红十字会已开辟“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项目”捐

赠通道，详细内容可登录上海市

红十字会官方网站（http://www.

redcross-sha.org.cn）查询；捐赠热

线：021-55359999。

本报记者 李一能 孙云 杨洁

昨天深夜，杨浦区公布了第二

批身边小店，包括商超、便利店、餐

饮店等共计29家，均已恢复运营。

在配送能力范围内，就近保障居民

基本生活需求。

今天上午，记者在邯郸路上的

一家罗森便利店看到，店长徐骏和

张蓓夫妻俩一早就投入了工作。

他们此前被封控在家，看到第一批

身边小店名单出炉后，也尝试填表

申请。相关部门昨日回复可以入

店后，夫妻俩立刻搬进了店里，一

张折叠床放在过道里，另一张折叠

床放在仓库里，就这样凑合了一

晚。今天一早，两人忙活开来。店

里的货架目前虽然还是空空荡荡，

但他们已开始着手联系货源，积极

对接居民的需求。

“牛奶、面包、冷冻包子……这

些是今天打电话过来问得最多的

东西。”徐骏说，从今天凌晨开始，

粗粗一算他已经接了80多通电话。

不过，目前小店的下单渠道主要

还是线上平台。偶有零星顾客前来

询问，徐骏会反复解释，特殊情况，只

能网上下单。“听说我们恢复营业，附

近小区来对接的很多，我们也在着手

处理，希望能多帮一点忙！”

安波路上的一家华联超市也在

杨浦区第二批身边小店名单上。记

者赶到时，前门锁着，但后门处外卖

小哥往来不断。店长汤樟勇告诉记

者，他们之前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

备，10名店员已经在店里住了十多

天。接到恢复运营的通知后，立刻

投入到这场保供大战中去。

不过，运力依旧是“卡脖子”的

问题。汤樟勇坦言，物资确实有，

小哥也是真不好找。今天陆陆续

续有一些居民想要直接来店里购

物，商家都一一解释了。

本报记者 萧君玮

杨浦区公布第二批
恢复运营身边小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