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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 听民声

宝山八村 >>>

围网周边存在安全隐患
家住宝山区永清路699号宝山八村的

居民表示，6月16日，突然接到居委会通

知：根据要求，对3000人以上的小区结合实

际划分成小单元格，以减少疫情发生时对

小区的影响，将疫情涉及面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根据小区建筑物分布的情况，将用绿

色围网分隔。

随着工人进驻小区，不久，一面面绿色

围网在绿化带上“拔地而起”，根据通知说

明，小区一共被分隔成了5个单元网格。

而对于“绿围网”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居

民们是忧心忡忡。黄女士说，小区中心广场

健身器材多，平日孩子、老人常去，此外有人

会在那里骑车、滑板、打球等。小区被围网

分隔后，由于围网大多用大铁钉固定，钉头

凸出，稍有不慎极易撞上。“有一天，有小孩

骑自行车摔在了草丛里，差一点就倒在钉子

上。”黄女士透露，此外栅栏所用的材质很

软，有的已经“趴窝”，倒伏在绿化带里压坏

了不少花花草草；围栏上没有任何警示提醒

标识，尤其天黑时，很容易将人绊倒。

为此，居民们多次向居委会反映，得到回

复是：周边大型小区都装了类似围网。然而，

他们自始至终没看见相关的批文或文件。

记者致电宝山八村居委会。工作人员

称，安装围网做隔断是街道的防疫要求。记

者又与友谊路街道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回

应，目前宝山区超过3000人的小区都以围网

方式做分隔，差不多每1000人划分为一个单

元网格，“围网基本都贴着围墙，安装在绿化

带，尽可能降低对居民的出行影响。”对方强

调，采取预隔断措施，一旦发生疫情，可以只

封控相关区域，使小区其他区域不受影响。

当记者问及如果突发疫情，就是以围网分隔

的单元格划定封控区域吗？工作人员否定

了这样的说法，他表示，具体如何封控，还是

要根据疾控部门要求来落实，这样的分隔只

是多提供一个选择而已。

住民村 >>>

铁丝网封路村民绕行苦
闵行区浦江镇苏民村村民则有着另一

番遭遇。3月来，村委会在出村入村的主干

道陈行公路上设置铁丝网，禁止村民通行。

若要外出回家，只能走田间小路绕上20多分

钟，很是不便。“铁丝网已经装了3个多月，到

底什么时候才能拆？”

苏民村9组村民张先生介绍，常态化防

控后，铁丝网一直没拆，影响9组、10组近

400位村民出行。“要想搭乘公交车外出，需

要先绕道至农田小路，往北走500多米，到苏

近路继续绕行100多米，才能走到陈行公路

上的车站。要是没有铁丝网，我们出来走几

百米就能到车站。”从村民们提供的视频

中，记者看到，苏民村出入口的主干道上被

铁丝网和黄色护栏挡住，上面挂着“禁止攀

爬”的标识。村民们告诉记者，由于绕路实

在麻烦，不少村民都会从铁丝网旁的桥柱上

翻越过去，摔伤事故屡屡发生。

此外，农田小路崎岖不平，路面不足两

米宽，一旦有汽车驶过，可通行的间隙大约

只有半米宽，行人几乎只能侧身，走夜路尤

其胆战心惊。而更让居民十分忧虑的是，万

一出现火情或急需医疗救助，消防车和救护

车又如何进村？为此，村民们不断向村委会

和镇里发出了“拆铁丝网”的诉求，但都没有

得到回应。

苏民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拆铁丝网

主要是便于防疫管控。”苏民村地理位置特

殊，周围都是大路，进出口多、村里人口多

且居住分散。根据浦江镇防疫办要求，从3

月14日起，村委会把靠近主路的出入口几

乎都用铁丝网封住。原本23个出入口，目

前只保留7个供居民出行，这7个出入口均

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值守，检查来往车辆，引

导村民扫“场所码”。该负责人坦言，相较

邻村，苏民村防疫力度的确更严，“如果不

封出入口，我们根本安排不出那么多人24

小时值守。”

阻断疫情有着必需的要求，小区安居有

着切实的需求。如何在新常态下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让便捷、安全、有序的生活如常回

归，考量着相关部门的智慧和能力。对此，

本报记者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本报讯（记者 夏韵）家住嘉定区的冯

先生近日向“新民帮侬忙”反映，6月初他在

“随申办”上申领新的“核酸码”，不过申领

后的名字出现错误，系统把他名字中的

“博”字误录成了“勃”（右上图）。如此一
来，冯先生的“随申码”（右下图）和“核酸
码”名字不同，核酸信息不能同步录入，给

他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冯先生说，现在他一天要做2次核酸，

身份证登记做一次，接着再用核酸码做一

次。用身份证登记，系统识别出的是正确名

字，是“博”，验明正身，以防绿码转色；但是去

公众场所应扫“场所码”，而“场所码”对应跳

转的是“核酸码”，等于冯先生在套用另一个

带有“勃”字的身份出入各处。“反映了多次，

一直没有解决。”对此，冯先生是焦急万分。

记者随即与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取得联

系，并告知冯先生情况。相关技术人员为冯

先生的信息做了修改，指导他重新下载“随

申办”App，再次申领核酸码。目前，冯先生

的“随申码”和“核酸码”都已显示正确名字，

均为“博”字。

本报讯（记者 夏韵）家住普陀区梅岭

南路70多岁的竺老伯近日向“新民帮侬忙”

反映，他的核酸码发生异常，扫码后显示为

“特殊保障人员”，导致他无法在常态化采

样点检测。“我没有感染过，不是密接人员，

也不是保供行业的，怎么会带有特殊标

识？！”对此，竺老伯感到“很委屈”。记者

就此展开调查。

竺老伯表示，他的核酸检测结果一直是

阴性。6月1日后，他多次出小区到常态化

核酸采样点检测，但工作人员用手机扫码

后，告知他的核酸码带有“特殊

保障人员”标识，不便在这里检

测。“每次我都要费尽口舌解释

一番，但还是常常吃‘闭门

羹’。”竺老伯说，他怀疑被“戴

上帽子”的原因是发生在4月

份的“乌龙事件”。在4月17日

的核酸信息上，“随申办”App

上显示的竟不是他本人名字，

而是一名姓项的人员，结果是

“待复核”。随后，他还接

到了来自徐汇疾控的电话，对方询问他的行

动轨迹。在4月和5月，竺先生的“随申码”

先后4次被赋红码。奇怪的是，除了一次

“待复核”，其余检测均显示为阴性。而他也

从没有接到过属地居委会的确诊通知。

记者随即联系到上海市大数据中

心。核实情况后，相关技术人员为竺先

生摘掉了“帽子”。随后，竺先生两次

去采样点检测，扫码后不再提示

“特殊保障人员”标识，核酸码

恢复正常。

为何他一天做两次核酸检测？
“随申码”“核酸码”名字不同惹麻烦 莫名“变”特殊保障人员，经核实已“摘帽”

面对个别小区被围网隔成
单元格、村口主路设铁丝网后
导致生活不便，有居民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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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向“新民帮侬忙”反映，进入
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后，宝山区部分小区突
然被绿色围网分隔成多个单元格，在中心广场里
走路变得“步步惊心”；而在闵行区浦江镇苏民村，出
入村子的主干道至今还被封控铁丝网阻断，近400位
村民每天出行只能经田间小道绕行20多分钟。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呢？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 住民村许多돶죫뿚놻铁丝网封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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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扫码后他常吃“闭门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