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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中风险”，覅放松覅太紧张
昨天上海新增4例社会面阳性感染者，4

地被纳入“中风险地区”。朋友圈、业主群明
显有一种焦虑情绪：是不是“封控”又离我们
不远了？要不要囤菜？焦虑完全理解，但过
分紧张，甚至抗拒抵触，大可不必。
如果我们看6月1日“上海重启”的官方

描述，或许可以为今天的防控找到注脚：“大
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阶段性
成果”，此处要有下划线。简单讲，我们抗击
奥密克戎取得显著胜利，但奥密克戎还没有
被“全歼”，还有零星的“余部”在打游击，放
冷枪。
所以我们出行、进公司、购物，到处都要

刷核酸证明，讲到底就是病毒还可能躲在暗

处，我们要防一手。虽然我们把路障拆了，
把小区的大门打开了，但必要的社会面警戒
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对新发病例和所在地域
的严格管控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最近几天连续出现社会面零星病例，恰

恰说明当前的常态化管控措施十分必要。
而把发现阳性感染者的小区或工作地纳入
“中风险地区”，实行封闭式管控，是防止疫
情死灰复燃的重要手段。
其实“中风险地区”这个概念上海人一

点也不陌生。最近两年，上海陆陆续续有小
区被宣布为“中风险地区”，实施14天封闭管
理。实际效果证明是科学的、合理的。回想
当时，每个“风险区”外的市民安之若素，“风

险区”里的市民也处之泰然。因为大家都知
道，只要遵守规定，熬过这14天，一切将回复
正常。
但现在上海人对“中风险地区”敬而远

之，被纳入“中风险地区”的市民感到困惑、
紧张，甚至抗拒排斥。从情感上来说，完全
可以理解。毕竟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大家
已经憋了太久，也受了不少苦。好不容易
“放出来”，突然再封14天，那种滋味轮到谁
都不好受。
但为了把奥密克戎彻底打趴下，为了让

绝大部分市民的正常工作生活得到保护，我
们一小部分市民只能再坚持一下。你们的
辛苦每一个上海人感同身受，你们的付出整

个城市会铭记感谢。
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上海已经解除

了绝大部分的城市警戒和隔离设施，但
我们头脑中的警戒线一定还不能急着
撤。现在很多人把 6月 1日理解成“全面
开放”“彻底放飞”。实事求是讲，还没到
那个程度。
市民别把“三件套、五还要”抛诸脑后。

相关部门对新发病例高效管控，以快制快，
把每一个“中风险地区”甚至“高风险地区”
都扎扎实实管理好。相信和新冠病毒打了
两个多月大仗的上海人，一定能把胜利的果
实牢牢攥在手里。

沈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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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2版

如何提高核酸采样速度，让市民减少排队？

申城一些企业、居民区动起了脑筋——有的充分

发挥居民自治力量，在小区设置“自治采样亭”；

有的培训员工成为采样“大白”；还有的改进工作

方法，分时段、分批次检测……

>>>详见第3版

常态化核酸采样如何跑出“加速度”，企业社区各显神通——

“靠普采”让采样更“靠谱”

>>>详见第5版

有的延长网点营业时间
有的调整电话服务内容恢复营业，银行忙“爆”

>>>详见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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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许，随着声声汽笛，“淞航”号踏上征途，也吹响了

复工复研的号角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近日，一段视频
引发热议。视频中，
一位老人因不会扫
码而不得不放弃乘
坐公交车。随着上
海进入常态化防疫
阶段，出入公共场所
需要扫“场所码”或
调 出 核 酸 检 测 证
明，老人们能适应
“处处要扫码”的数
字生活吗？去商场
购物、去医院配药、
去公园散步，他们是
否顺利成行，又遇到
哪些困难？
连日来，本报

记者跟随10位平均
年龄74.5岁的市民
观察员，观察并记
录下他们在各个公
共 场 所 的 出 入 情
况。老人们说，有
的地方扫码还有点
难；而有的地方，通
过改进流程，为他
们的出行提供了便
利服务……

离线码
乘公交

封面评论

昨天下午3时，记者来到陆家嘴公交枢纽，直击“场所

码”时代老人们的公交出行之路。记者在现场蹲守2个小

时，遇到的100位乘客中，有超过30位是退休老人，其中有

2位75岁以上的老人通过离线码乘车。

记者了解到，来自公交企业的5名志愿者每天在此值

守6个小时，帮助老人们解决扫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老人在操作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不少老人告诉记者，能否有通过刷身份证登记的方式，

减少身份验证的流程，让老人享受数字时代智慧出行的红

利。图为一位老人手持事先打印的离线码，由志愿者扫码

后登车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戴天骄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