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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6月1日以来的社会面新增感

染者都有哪些特点？他们的流调轨

迹对市民的个人防护有什么提示？

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在昨天举行

的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说，6月1日以来，共新增社会面阳性

感染者16例，新增中风险地区13个，

分布在6个区13个街镇，呈现多点散

发、涉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特点。从

阳性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来看，主要

涉及中心城区为主的居民小区、办公

楼宇、医疗机构、商场、超市等场所。

6月1日起本市逐步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随着复工复产的加

快推进，人员流动逐步加大，疫情形

势仍然严峻复杂，疫情反弹风险依

然存在。在此也提醒市民朋友：牢

记“三件套、五还要”，继续做好个人

防护，在公共场所保持社交距离；尽

量减少流动，避免扎堆聚集；按照各

类场所防疫要求，主动配合做好测

温、亮码、扫码等防控措施；若出现

新冠肺炎可疑症状，应做好个人防

护，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及时就医

排查；尽快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经

完成全程接种的尽快接种第三针，

进一步提高接种覆盖率，筑牢疫情

防控免疫屏障。 本报记者 左妍

6区13街镇出现社会面阳性感染者
最近几例阳性感染者是在医

院就诊的时候发现核酸异常，医疗

机构怎么发挥“监测哨”作用？对

于市民就医，需要注意什么？市卫

健委副主任赵丹丹昨天说，近期，

随着全市有序复工复产复市，市民

外出就医需求增加，发热门诊就诊

人数也有所上升，医疗机构在提供

日常医疗服务的同时，也要充分发

挥发热门诊“监测哨”作用，守好医

疗机构疫情防线。

为此，市卫健委要求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严格出入口管理，落实

“场所码”、测体温、戴口罩、详细询

问流行病学史等措施。各医疗机

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可疑

病例要立即落实闭环管理，由专人

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未开设发

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不得接诊具有

新冠肺炎可疑症状的患者。对于

发热门诊，所有患者都要进行核酸

检测，为降低疫情风险，核酸检测

结果未出之前，患者不得离开医疗

机构。一旦医疗机构发现核酸检

测初筛阳性人员后，各医疗机构要

按照应急预案，快速评估并开展处

置，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及时完成

阳性感染者转运工作。

近期市民如有到医疗机构看

病就医需求，建议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请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如有

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等

症状的，请立即就近前往发热门诊就

诊，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二是尽量通过网上预约，按照

预约的时间段前往医院就医，尽可

能减少在医院的等候时间。建议错

峰就诊，预约非高峰时段的门诊。

三是利用好互联网医院。建

议有复诊配药需求的市民，可以通

过互联网医院形式，通过在线方式，

完成复诊配药。 本报记者 左妍

发热门诊核酸检测结果未出 患者不得擅自离开医疗机构

梧桐树下的外摆位，是上海商

业气质的一种体现。而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的当下，也是助力餐饮

行业复苏，满足市民消费需求的

良方。这两天，随着上海有序推

进复商复市，全面恢复全市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不少餐饮企业通

过外摆位或户外就餐区提供堂食

服务，让街边的烟火气逐步回

归。而记者从部分购物中心、百

货商场获悉，场内餐饮品牌也开

始限流恢复堂食。

部分餐厅限流堂食
“从6月7日起，百联世纪购

物中心营业时间调整为10:00至

22:00。餐饮品牌开放堂食（限

流）。”昨晚，在陆家嘴上班的白领

金女士收到百联世纪购物中心公

众号的一条推送，她立刻截图发在

了“饭搭子”小群里，召唤要好的同

事第二天中午就去吃一顿。

“百联世纪是在6月1日恢复

营业的，当时餐饮业态主要开放外

卖、自提业务，线上接单，无接触配

送、零接触支付。经过一周左右的

运行，餐饮品牌从6月7日开始限

流恢复堂食。”百联世纪购物中心

副总经理冯国强告诉记者，为了确

保防疫安全，堂吃人数不能超过座

位数的50%，每桌之间也要求隔开

一定的距离。“餐饮恢复堂食后，有

望进一步吸引客流，增加营业额，

提振餐饮企业的信心。”

上海陆家嘴中心、华润时代广

场、前滩太古里等商场的部分餐饮

品牌也逐步恢复室内堂食。华润

时代广场恢复堂食的品牌既有湊

湊火锅 ·茶憩、捞王等火锅品牌，也

有唐宫、一坐一忘云南菜、胡子大

厨等中式餐饮，加上异国风味，约

20家餐厅。因为餐厅堂食限流，华

润时代广场还提醒消费者可以提

前电话咨询预约。

而在前滩太古里，布朗石餐厅

酒吧、SHAKESHACK、千两日本

料理店等均已开放室内区域，供消

费者用餐。布朗石餐厅酒吧的店

员表示，顾客入内需要扫描场所码

并测量体温，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区域，只开放50%的座位，相当于

一桌隔一桌坐。

“全市的汉堡王餐饮基本都已

复工，仅剩下4家暂定下周复工，也

就是说超过97%的餐厅重新营业

了。”汉堡王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恢复堂食的餐饮有7家，分别在浦

东新区和奉贤区。“餐厅环境已经全

面消杀，设备也完成清洗，每家餐厅

都放置场所码，请消费者扫描后再

点单。正餐菜单也全面恢复了。”

外摆位上乐享美食
更多商圈的餐饮品牌则仍以

线上点单、线下自提或外送的方式

恢复营业，外摆位成为现阶段顾客

享受堂食乐趣的主要区域。

白色小方桌，红色高脚凳，在

吉士星座上海新天地店的门口，10

桌室外餐位在中午高峰期座无虚

席。“现在只能在户外用餐。”吉士

星座负责人麦克告诉记者，为了避

免排队，餐饮采用预约制，顾客可

以提前一两天电话订位。“现场等

候也可以，但我们会留下顾客电

话，建议他在周边逛逛，等我们通

知，避免排队时造成聚集。”

在新天地时尚三楼的南里食

集，更多餐饮商户已经为恢复堂

食做起了准备。尽管公共就餐

区域目前尚未开放，但记者看到，

每张小桌牌上面都印着场所码。

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恢复堂食，顾

客入座后扫一扫“餐桌码”，确保

安全。

记者在吴江路上看到，不少市

民在小杨生煎门口扫码点单后，拿

到打包袋，立刻坐在边上的休闲凳

大快朵颐。“隔了两个多月，终于吃

到生煎了。”一杯Manner咖啡，一

份鲜肉生煎，这是市民廖先生想念

已久的早餐搭配。

不仅是正餐，更多咖啡馆也在

回归。昨天上午，蓝瓶咖啡裕通店

再次与顾客见面，但为了配合疫情

防控措施，仅提供外带服务。顾客

可以在户外排队点单，再在草坪上

享受一杯直布罗陀和列日华夫的

搭配。Tims咖啡最近更新了菜单，

上线“生椰拿铁”“金蕉生椰拿铁”

等夏季单品，开放外卖和自提。喜

茶则表示，6月1日上海全面复工

当天，众多门店就迎来了第一波消

费高峰。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闭园之

后，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于昨天起

开园，首日迎来游客4300余人

次。截至昨天，全市399座城市

公园中已有近九成恢复开园，6

座市属公园全部恢复开园。

昨天，共青森林公园采取了

限流措施，只开放了西门、南门和

万竹园大门作为出入口。在公园入

口处，游客们保持2米间隔，通过

预约、扫“场所码”测温、完成“数字

哨兵”信息核验等程序后，走进公

园。属地公安、城管等部门现场帮

助园方做好交通、防疫等保障。

园内增加了安保人数配备和巡逻

次数，劝导游客规范配戴口罩、文

明游园、不开展聚集性群体活动。

公园也加强了园内公共区域和设

施设备的消毒，做到一日两次消毒，

重点部位每两小时消毒一次。

波阳公园里，八仙花浪漫；江

浦公园里，杜鹃花飘香；平凉公园

里，月季开出了梦幻的感觉……除

了共青森林公园外，昨天，杨浦区的

江浦公园、民星公园、工农公园、惠

民公园、内江公园、松鹤公园、波阳

公园和平凉公园8座区属公园也恢

复开园。杨浦现已有12座区属公

园开园，开放时间均为8时至17

时。截至昨天16时，12座公园当日

游客量共10648人。

杨浦区绿化市容局表示，在

所有开放的公园门外，都设置了

宣传板，注明开园时间、入园须

知、“场所码”、入园流程图等信

息。出入口设了2米线，并有铁

马围护，确保游客有序入园。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既有梧桐树下的外摆位，也有限流恢复的室内堂吃

上海餐饮业重拾“人间烟火气”

上海近九成城市公园恢复开园

芒种至，盛夏始。这个开启仲
夏的节气，对于今年的上海，有特
别的意义。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
全域静态管理后，从6月1日开
始，这座城市开始徐徐苏醒。芒
种，一头连着种，一头连着收，分分
秒秒都是宝贵的；上海的复工复产
如何应时而动，快马加鞭步入新阶
段，把失去的春天“抢”回来？
上海迪赛诺化学制药有限公

司是全球最大的抗艾滋病药物原
料药生产企业之一。4月18日，
首批近300名员工复工复产，实行
闭环“气泡式”管理。5月18日，
公司的产能恢复到本轮疫情前的
七成左右。该公司总经理叶世来

表示，6月以来，公司已基本实现
满产满工，“但要夺回被疫情耽误
的产能，压力仍然很大”。
昨天下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举行。有序推
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复课，
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是会议的主题，也是上海重启后老
百姓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加快推进
经济恢复和重振，进一步提升复工
率、达产率、开业率。已经明确的政
策要靠前发力、持续加力，切实为各
类企业输血补气、强身健体。”
复工率、达产率、开业率，提升

的空间从哪里来？信心比黄金还
宝贵。几天前，在2022浦东新区

文体旅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会上，来
自西班牙的费尔南多 ·桑切斯坦
言，在上海封控的头半个月里很紧
张，没有营业收入资金链紧张，每个
月还需要缴纳租金、员工工资等。
“半个月后我的紧张就缓解了，首
先，食物等物资充足了。同时，浦东
新区发布了减免或延期缴纳房租等
政策，后来又从1个月延长为6个
月，这让我心里有底了，这也是企业
有信心复工复产的重要原因。”
在南京西路后街，街角咖啡馆

里飘出的香味，让许多人找回了复
工的快乐。正在调制咖啡的店员
小哥说，6月1日咖啡馆重新开业，
每天的咖啡销量都在增加，但和疫

情前相比仍有一定下降，店员配备
尚未达到疫情前人数。从重启到
复苏，再到“满血复活”，疫情可控仍
是复工复产的“定心丸”。这几天，
社会面筛查中依然出现零星的感染
病例，让人警觉，“放飞”的时光来之
不易，疫情防控的“弦”依然不能松
懈。昨天，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静安区副区长龙
婉丽介绍，目前静安区复工楼宇
260幢，当天复工人数13万多人。
除了严格把好楼宇进门入场关、清
洁消毒关、人员管理关、证照查验关
等“统一手势”外，制定“一楼一方
案”的精细化管理也不可或缺。
最艰苦、难挨的时日虽已度

过，“回到从前”依然道阻且长。5

月29日，上海宣布出台《上海市加
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预计
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3000亿元。
3000亿元的真金白银，相当于上海
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近四成。
各区也出台了一系列落实措施，企
业普遍对这些政策表示欢迎。但也
有企业呼吁，不妨进一步降低政策
门槛，提升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帮
扶的精准性和普惠性。
春争日，夏争时。芒种是唯一

既象征播种又象征收获的节气。疫
情之下，不但要解燃眉之急、加快市
场主体的复苏，更需打通走向繁华
的堵点、为未来“种”下发展的希望。

随着保供力度不断加大，中

心城区一批菜场重新开放，熟悉

的生活场景逐步回归。重庆北

路上的巨鹿马立斯菜场是黄浦

区首家恢复线下营业的菜场，蔬

菜、水果、猪肉等品种齐全，目前

菜场的开摊率在40%左右。市

民扫描场所码即可进场，菜场

在做好消毒防疫的基础上，限

流控制入场人数，购物秩序有条

不紊。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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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