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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公共卫生
昨天和今天，徐汇区、静安区和黄浦区先

后发布消息，根据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有关

规定，对湖南路街道相关区域、南京西路街道

相关区域、瑞金二路街道相关区域实行临时

管控措施，管控期间暂停非必要人员流动，对

人员、环境进行全面筛查。

有市民提问，除了中风险地区，为什么有

的地方也进行了管控？一般要管控多久？

三区相关区域封闭管理
在静安区发布的公告中，记者看到，长乐

路500弄区域实行14天封闭管理。辖区内所

有人员足不出户，服务上门，每天进行一次核

酸检测。此外，富民路、巨鹿路、陕西南路、长

乐路合围区域实行7天封闭管理+7天居家健

康监测。7天封闭管理期间，辖区内所有人员

足不出户，服务上门。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

测。7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辖区内所有人员

不出小区，避免集聚，落实每72小时内至少一

次核酸检测。

在徐汇区发布的公告中，陕西南路、新乐

路、襄阳北路、长乐路合围区域实行14天封闭

管理。辖区内所有人员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此外，襄阳北路、新

乐路、富民路、长乐路合围区域实行7天封闭

管理+7天居家健康监测。

黄浦区的公告中称，陕西南路、巨鹿路、

茂名南路、进贤路合围区域实行14天封闭管

理；陕西南路、延安中路、茂名南路、巨鹿路合

围区域，以及陕西南路、进贤路、茂名南路、长

乐路合围区域实行7天封闭管理+7天居家健

康监测；陕西南路以东、长乐路以南、花园饭

店淮茂绿地以西、百盛淮海店以北合围区域

实行7天封闭管理+7天居家健康监测。

非中风险地区也可管控
昨天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

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对此进行了解释，目前

根据防控方案要求，本市对划定为疫情中风

险的地区，实施14天封闭管理，人员足不出

户，服务上门；每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根据

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阳性感染者相关场

所轨迹等，必要时可采取区域核酸筛查、风险

人群排查管控、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外区转运

隔离、聚集性活动限制、公共场所管控、公共

交通限制等防控措施。

对阳性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等人员轨迹

所涉及场所，虽然没有划定为风险地区，根据

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综合研判，也可实

施相关管控措施，比如“7天封闭管理+7天自我

健康管理”，比如“2天封闭管理+12天自我健

康管理”或“14天自我健康管理”，其间开展相

应频次的核酸检测。同时，根据疫情防控发

展情况和趋势研判，动态调整相应防控措施。

防疫之弦必须时刻紧绷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这几天社会面连续新增阳性感染者，提醒我们

防疫之弦必须时刻紧绷，千万不能有“松口气、

歇歇脚”的想法。赵丹丹说，随着复工复产复

市推进，各区之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疫情多

点散发，存在反弹风险。本市的市、区两级指

挥体系始终保持应激状态，在发现阳性感染者

后第一时间响应，做好应急处置，尽快及时阻

断疫情传播。

上海不断建立健全“核酸+抗原”“场所

码+数字哨兵”“发热门诊+药店”的综合监测

体系，构建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制，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此外，本市保持公安、公

卫、工信和大数据中心等部门与各区的协同

联动，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落实“2+4+24”要

求，也就是流调队伍2小时内抵达现场，4小

时内完成流调核心信息，24小时内初步查清

基本情况并完成流调报告。

与此同时，做好疫情防控也离不开广大

单位和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市卫健委提出，

对于本市有关企业单位，希望加强企业内部

管理，做好职工每日健康监测，也督促他们定

期核酸检测；按照使用“场所码”“数字哨兵”，

加强进入人员登记管理，做好测温、查码等工

作，加强单位日常环境清洁和消毒。鼓励有

条件的企业单位设置临时区域。一旦发生涉

疫情况，立即向属地防控部门报告，并协同开

展后续处置。

对于广大市民，希望牢记“三件套、五还

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社交距离，少流

动、不扎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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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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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共同努力，巩固守护来之

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本报记者 左妍

今日论语

部分区域临时管控研判后动态调整
涉及湖南路街道、南京西路街道、瑞金二路街道

本报讯（记者 左妍）昨天举行的市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赵丹丹通报：本市新增社会面2例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和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1男，27岁，居住于宝山区高境

镇逸仙路1588弄，被诊断为新冠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轻型）。该人员已全程接种新冠

肺炎病毒疫苗。

感染者2女，45岁，居住于静安区共和

新路街道谈家桥路163弄，被诊断为新冠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轻型）。该人员已全程接

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感染者3男，75岁，居住于静安区曹家

渡街道余姚路327号，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

者。该人员未接种过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感染者4男，41岁，居住于浦东新区花

木街道樱花路801弄，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

者。该人员已全程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根据本市目前疫情形势和相关规定，经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决定，将宝山区高境镇逸仙路1588弄、

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谈家桥路163弄、静安

区曹家渡街道余姚路327号、浦东新区花木

街道樱花路801弄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

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截至今晨，上海有

20个中风险地区。

昨晚，“公共卫生大

家谈”系列讲座第七期特

邀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副主任丁园副研究员，与

我们聊聊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当下，如何科学有

效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不

让病毒有隙可乘。

随着生产生活逐步

有序恢复，公共交通及人

流量也将不断增多。丁

园说，市民外出期间应做

好个人防护。坚持防疫

“三件套”，牢记防护“五

还要”。

为避免医院人群过

多聚集，增加病毒传播风

险，市民复诊、开药、健康

咨询可尽量采用互联网

医院资源。若有线下就

诊的需求，除了必须做好

基础个人防护外，还应注

意以下环节：按需选择就

近、相对熟悉的医院，预

约挂号，错峰就诊；选择

通风相对好的位置候诊；尽量多走楼梯，

少乘坐厢式电梯；减少对公共物品的触

摸，触碰后尽快进行手消毒；付费选择非

接触方式；科学洗手，更换口罩，随身物品

消毒擦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

症状一定要前往发热门诊就诊。就医过

程中，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保持与他

人的距离，陪同人员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复工返校后，每人可准备一个防疫专

用袋，装上口罩若干、消毒湿巾、免洗手消

毒剂、纸巾等防疫必备品。时刻记住规范

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不聚集、不扎

堆，加强自我健康监测。 本报记者 左妍

1.出门在外是否需要佩戴N95口罩？
答：一般来说，在户外只需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或一次性医用口罩。若需长时间在

医院、商场等室内环境逗留，或需与别人近

距离接触的，建议选择非阀门式的颗粒物

防护口罩（如N95、KN95等）。防晒口罩、

织物口罩等不能起到防护效果的口罩，不

建议佩戴。

口罩佩戴期间，污染风险最大的是外

表面。脱卸口罩应勾取双侧耳挂带后轻轻

拿下，切勿用手抓取口罩外表面拉下。取

下口罩后清洁双手。

2.公共交通工具相对封闭，乘坐是否
安全？除佩戴口罩外还需注意什么？
答：公共交通部门会严格实施人员核

验、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措施，只要坚持做

好个人防护，乘坐还是安全的。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除了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外，还应尽量少碰触公共设施，到达目的

地后，尽快洗手消毒。使用共享单车前，可

先用消毒湿巾将把手、刹车、铃铛擦拭消

毒。骑行结束后，勿忘进行手消毒。

3.户外锻炼时能否取下口罩？
答：剧烈运动时不建议佩戴口罩，但前

提是选择在人少、环境开阔的地方进行。

请市民朋友们根据户外实际情况选择适当

的运动方式。当环境条件无法满足时，可

佩戴口罩进行低强度运动，如健步走、八段

锦等。刚开始恢复户外运动，一定要循序

渐进，避免运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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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市防疫要求，目前市民出入超市、

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需要查验72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那么，

去医院有何要求？有媒体记者向不同等级的

21家医院进行了解，发现要求并不完全统

一：大部分医院需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若无法提供，可现场进行抗原检测；部分科室

项目需24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就医需要遵守怎样的防疫要求，这个问

题让一些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很头疼。6

月1日，笔者居住的小区恢复正常出入，一些

居民前去附近医院就诊。没想到，医院要求

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才能入内，而

这些居民只有5月30日社区筛查的核酸报

告，虽然没有超过72小时，却不符合医院的

时限要求。

医院的防疫要求有其特殊性，比普通公

共场所更严格，而且在无法提供核酸报告的

情况下，也有现场进行抗原检测的变通方

式。不过，不同医院、不同科室有不同的防疫

要求，难免让患者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即

使医院提前告知，往往也是发布在微信公众

号、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不少老年患者未必

能及时了解，可能等到了医院门口，才发现核

酸报告“过期”，或是无法看到想看的科室。

统一就医需遵循的防疫要求，让市民心

中有数，确有必要。这既是为了给患者提供

更多的方便，也是为了提升防疫效率和就医

秩序，减少矛盾或纠纷。统一要求并不意味

着“一刀切”，比如那些“需要脱下口罩就诊”

的科室项目，可能仍然适用于更严格的核酸

报告要求，但需要更明确的标准、更广泛的公

布渠道，让患者及时掌握信息、建立准确预

期。家人、社区等也可帮助老年患者提前了

解医院防疫要求，避免白跑一趟。

对于医院来说，一边要做好疫情防控，一

边要满足求医问诊需求，确实不易。有的医

院通过创新、优化流程，比如推出“无接触式

取药”、升级互联网医院系统等，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疫情防控常态化，市民的就医流程

也应该理得更顺，让市民更便捷地获得医疗

服务。

就医防疫要求应相对统一 纪玉

上海新增4例社会面感染者

■ 在巨鹿路693弄，陕南居委会工作人员上午向居民分发保供物资冷鲜肉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