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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近日，申城酷热

难耐，为方便老人接种新冠疫苗，普陀区长

风新村街道通过疫苗“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开设了环球港老年群体接种专场和辖区

内两个社区卫生中心接种点，加上种苗服务

进社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高

效的疫苗接种服务。

“小分队”来敬老院
由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普陀区中

心医院组成的“种苗联合小分队”，来到长

风敬老院，方便老人接种疫苗。“我们前期

通过视频或上门的方式，为养老院设置临

时接种点进行专业指导，保障了接种点位

符合防疫要求。”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张慧萍介绍说。

“谢谢医生，你们辛苦啦。”年逾古稀的

周阿婆坐着轮椅，排在候种队伍的第一个，

听说医生要上门为老人接种疫苗，周阿婆第

一个报名。在此之前，“种苗联合小分队”对

养老院有意愿接种的老人进行了信息登记

和健康评估，并详细询问了老人是否有禁忌

症等问题。

在颐长敬老院，27名老人有意愿接种

疫苗，但部分有基础疾病。区中心医院的

医生与敬老院提前做了对接，并一同在现

场进行保障。

颐长敬老院负责人表示，“种苗联合小

分队”上门为老人接种新冠疫苗，为敬老院

提供了便利，也为敬老院筑起了一道老年群

体疫情防控的屏障。

帐篷移到阴凉处
在长风新村街道一小区内，医务人员在

临时搭建的帐篷下，为小区居民接种疫苗及

加强针。李阿姨刚买完菜回小区，就被专

场吸引了。“现在可以打了吗？”“可以，可以，

欢迎过来，请出示身份证，我来为您登记一

下。”在家门口就能接种，居民很欢迎。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临时接种点的帐

篷也由开阔处转移到了阴凉处，并配备了

风扇等解暑设备；部分条件允许的小区，将

临时接种点设置在室内，避免一些居民因

室外高温造成身体不适。

长风新村街道为老年居民接种疫苗设专场

本报讯（记者 左妍）市卫健委今早通报：7月

24日0—24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15例，均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消息：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要求，经研究决定，将本市静安、杨浦、宝山、嘉定的

13个区域列为疫情中风险区。

今天上午，上海市首块居民区“林长制公示

牌”揭牌仪式在静安区石门二路凤阳路口绿地

举行。石门二路街道东王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

雄娣成为上海首个居民区林长。

林长是干什么的？“林长制公示牌”又有什

么具体作用？据静安区副区长、区林长办主任

李震介绍，林长，顾名思义就是林业绿化资源的

第一责任人，要以“绿化景观品质优美，花草树

木生长良好；游园环境安全有序，设施设备完好

无损；林木资源守护有力，及时制止损坏行为；

广泛宣传积极发动，爱绿护绿氛围浓郁”为目

标，做好区域内公园、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

位绿地、立体绿化、行道树、古树名木和野生动

植物等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林长制公示牌”是面向社会展示林长制工

作的宣传牌、各级林长履职的承诺牌，也是与社

会公众沟通的联系牌、生态文明治理成效的展

示牌。“林长制公示牌”的竖立，一方面让市民群

众能更直观地了解到区域内绿化的资源信息，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更广泛地参与绿化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站在“编号106001”的“林长制公示牌”旁，

吴雄娣深感重任在肩。“这些年，居民对生活环

境品质的需求日益增长，尤其是对于公共绿化

的保护，大家都是有心人。”吴雄娣说，多了“林

长”这一新身份后，她将带领志愿者定期开展绿

化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同时，调动居

民群众的自治“能动性”，主动认养绿植，共同打

理维护一方绿色天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块东王居民区“林长制

公示牌”上，左侧清晰标注有责任林长、责任区

域和管理单位，并明确林长责任目标及主要职

责；右侧则是东王居民区绿化资源分布图，包括

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绿地、屋顶绿化、行

道树、古树名木等资源的分布和数量。

今年是上海全面推行林长制的第一年。今

年7月6日，上海举行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

议。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林长制牵引作用，大

力推进林绿工作提质增效，使绿色成为城市最

动人的底色、最温暖的亮色。要在打造特色上

做文章，以“一街一景”为目标，打造城市绿化景

观精品，提升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水平。

要在功能拓展上求创新，积极探索“生态+”“公

园+”模式，通过生态与农业、旅游等跨界融合

形成新业态。

作为全市首个推出居民区林长的区，今年

初，静安区政府就召开了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动

员会，预计到今年8月底，静安区将完成对全区

263个居民区“林长制公示牌”的设立，实现绿化

分片包干，责任落实到人。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本报讯（记者 解敏）7月24日起，上

海对来沪返沪人员以“随申码”提示方式，

加强动态管理。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介绍，“随申码”提示

主要分两种类型。

针对不在沪的“随申办”用户，打开“随

申码”时会出现展码提示：建议暂缓来沪返

沪。确需来沪返沪，须到沪12小时内向所

在社区、单位或所住宾馆，及时告知情况。

对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险区人员，将

落实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和5次核

酸检测；对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风险区

人员，落实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和3

次核酸检测。此类展码提示，每日出现一

次，点击“我已知晓”即可取消，不影响市民

使用“随申码”。

针对7天内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区人员，“随申码”将暂缓展码。来自高风

险区人员，须落实7天集中隔离和5次核酸检

测。对来自中风险区人员，落实7天居家医

学隔离观察和3次核酸检测。“随申码”暂缓

展码提示不能取消，直至防疫举措完成并排

除风险后，恢复相应码色。

“随申码”暂缓展码，可能影响市民正

常使用“随申码”获取上海市部分公共服务，

也会影响市民出行、出入公共场所，但不会

影响绝大部分市民使用核酸码做核酸检

测。对少部分仅能使用“随申码”做核酸检

测的人员，可使用电子版解除隔离医学证

明、上海市保供配送人员通行证以及身份

证、护照、通行证等实体证件做核酸检测。

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

线或在“随申办”App上“我要申诉”进行申诉。

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5例

居民区设“林长”包干护绿
上海市首块居民区“林长制公示牌”今揭牌

来沪返沪人员“随申码”有新提示
7天内途经国内中高风险区人员暂缓展码

“老人不得也罢，得了容易重

症化，要吃苦头，浑身可能插满管

子，何苦要吃那个苦头？如果现在

可以预防，为什么不呢？”著名病毒

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近

日在申城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

种加强针疫苗时表示，对老年朋友

而言，接种新冠疫苗最重要的获益

就是可以预防重症乃至死亡。

“我平时很少出门，还有必要

接种新冠疫苗吗？”“我有糖尿病，

还有高血压，接种疫苗会否带来严

重不良反应呢？”……申城一些老

人对接种新冠疫苗仍有疑虑，这从

市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中也可

见一斑：截至7月23日，全市60岁

及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覆盖率为

70.12%、全程接种率为66.15%。从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

60岁以上至少1剂次疫苗接种率

为89.6%。对于上海来说，老年人

的接种率仍有提升空间。

提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的

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

首先要帮他们解疑释惑。老年人

虽然外出的频率不高，甚至有些只在小

区内走动。但是只要有接触，就有被感

染的风险。

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不要把接种疫苗

看作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或者恐惧

的事。在上海，接种新冠疫苗的老

人不乏百岁老人和九旬老人，他们

接种新冠疫苗后基本没有不良反

应，即便有也是很轻微的正常反

应。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

冬表示，慢性病患者如果通过药物

控制已稳定的，不在急性发作期，在

身体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以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当然，接种前后，原

先治疗的药物、治疗手段和措施不

能随意停，有关需求可以咨询主治

医生，研判你身体条件是否适合接

种新冠疫苗。

除了释疑解惑，为老年人接种

新冠疫苗还要做好保障，为他们按

下“放心键”。这段时间，申城天气

炎热，申城不少街道通过“集中接

种”“送苗上门”等方式，走进社区、

走进养老院、走进住所，为老年人

服务。像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在上门为老人服务

时，由其家庭医生上门为老人做好

预检工作，并在接种之后全程跟踪

其接种后的反应。一些街道的居

委会还会上门关注独居老人接种

后的情况，并告知联系方法，一旦

老人有什么不适，可以及时与社区

家庭医生联系。

尽早接种、尽早保护。老年人积极进

行新冠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不仅

是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他人，更是在为

全社会的防疫贡献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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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把“苗苗”送进养老院
周末带娃来金山，“一起野”！
露营、打水仗、长廊野餐、钓龙

虾、篝火晚会……从7月23日起至8

月28日的暑假期间，金山区山阳田园

每个周末将举办“一起野”活动，游客

可以带着孩子，背上行囊，带着一颗

返璞归真的心，走进自然，体验野营

生活，感受不一样的暑假。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