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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已完成晚班病媒生物巡查和场馆预防消毒任

务，返回备勤点。”凌晨2时多，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病媒生物控制和环境消毒应急处置保障队的队员结束

当晚工作，准备返回备勤点。从10月23日开始，由市及青

浦区爱卫会办公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以及上海市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病媒生物防制预备队54名队员组

成的队伍，再次担负起守护“四叶草”的职责。

人数有限 时间更紧
与往年不同的是，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保障进博会

顺利举办，今年对所有进入场馆内部的工作人员提前实行

闭环管理，因此能进入场馆的应急处置队员人数相比往届

十分有限。此外，以往病媒生物防制保障准备从3月份开

始，但今年受疫情影响，直到8月份才开始配合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复展压力测试工作同步进行，时间紧、任务重。

市爱卫办介绍，今年参与保障的54名专业队员均持

有消杀和消毒双证，其中超过四成有行业高级资质，且大

部分人员参与过前两届进博会相关工作，有丰富经验，是

不折不扣的应急处置“老兵”。进入闭环流程后，他们6人

一组，分9个小队，每天上午8时开始，各领队按照任务分

配，从药械仓库领取日常巡查药械，到指定位置开始蚊蝇

鼠蟑等病媒生物消杀处置；每天下午3时前，各领队到指

挥中心汇报一天工作情况和数据汇总，布置第二天的任

务；晚班则由3支队伍组成，到凌晨2时结束当天工作。

此外，今年场馆内增设病媒生物防制应急处置备勤

点，每天从9个小队中抽调6名队员值守待命。他们肩负5

个常设医疗站、24个临时留观点，以及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内的环境消杀应急处置工作。如有突发事件，值守队员

要在接到指令后15分钟内赶到现场，并根据专家指导进

行环境消毒，按流程进行处置，让点位尽快恢复正常使用。

同时，他们还承担位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P6和北

广场核酸检测点的环境消杀工作，每天在场馆布展人员离

开后，还要对全部15个场馆做好环境预防性消毒。可以

说，他们是每天最后离开场馆的人。

实时上报 一“屏”知晓
今年病媒生物控制和环境消毒应急处置仍然实行分

级保障工作制度，除了核心保障区域的54名队员以外，缓

冲区还有来自青浦、闵行、长宁及其他区的155名专业队

员，与指挥中心共同组成一套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运转顺

畅的病媒生物控制和环境消毒应急处置保障体系。

据介绍，自10月23日入驻以来，驻场队员开展多轮集

中控制和消杀活动。截至10月31日，累计出动638人次，

对所有展馆及办公场所开展巡查，并巡查餐饮场所340个

次、环卫设施724个次，发现并处置问题463处，消杀面积

22739平方米。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主要展馆和场所的病媒生物密度水平已达国家标准A级，

全面达到保障方案要求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进博会在去年采用可实时定位各

保障队工作和巡查路径记录的GPS工具箱功能上，新增工

作电子台账功能，让每一名应急处置队员可以直接通过手

机端，对发现的病媒生物侵害问题和处置情况进行上报。

同时，在位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病媒生物控制和环境

消毒应急处置保障组的临时办公室内，偌大的电子屏直接

显示最新动态并滚动播出，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派遣就近

队员前往应急处置。 本报记者 郜阳

每天，这支队伍最后离开场馆
病媒生物控制和环境消毒应急处置保障队守护“四叶草”

通信保障神器不断“上新”

5G网络直播
轻松“云逛展”

对涉及进博会的111家餐饮企业，进行初

始状态的360度全景拍摄，并自动与实时画面

比对，以监控是否有异常；对展馆内展商展

品，首次实行分级分类管理，高风险展商每2

小时巡查一次……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在即，

“进博会市场监管服务保障综合指挥平台3.0

版”开始运营。记者今天获悉，新平台充分运

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升级为覆盖所有市场监管事项的综合指

挥平台，对本届进博会进行“沉浸式”监管，提

升服务保障的数字化水平。

原始场景比对实时画面
进博会期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餐食，

由馆外5家餐饮企业通过热链配送到馆内。

其中，盒饭的分装与加热是食品安全监管中

很重要的一环。上午9时28分，在指挥平台

的大屏上，馆外一家为进博会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供餐的盒饭生产企业的实时监控画面十

分清晰。镜头切换后，这家企业原始状态的

360度全景餐厅景象也清晰展现在屏幕上。

“今年，我们拓展了360度全景餐厅功能，

将每家餐饮企业加工现场、布局、设施设备、

生产流程的原始状态通过全景拍摄进行固化

锁定，并与实时监控对接串联。一旦企业擅

自改变流程布局、生产加工工艺，就能被清晰

发现。”市市场监管局进博服务保障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邱从乾介绍。

据悉，今年涉及进博会的食品经营企业

有111家，其中城市面有50家，展馆核心区内

有61家。平台升级完善数字化视频监控，做

到餐饮单位实时视频监控、餐厅全景、执法人

员实时视频三位一体，指挥中心能实现可视

化统一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今后，这套监

管模式还可推广到日常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

许可备案和事后监管。

分“高中低”三种风险级别
今年，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对展商展品实施

分级分类管理。大屏上，展馆展位地图、展商

分布、风险级别等情况一目了然。一旦发现问

题，监管人员能立即锁定展商，调取展商的名

称、分类、所在位置、国别（地区）、展位号、风险

级别等情况，反馈具体问题和处置情况。

邱从乾介绍，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参展商的

往届综合巡查情况、展品特性、冷链食品疫情

防控要求、历届投诉举报等信息，将展商展品

划分为高、中、低三种风险级别。不同级别采

取不同的巡查方式，高风险每2小时巡查一次，

中风险每4小时巡查一次，低风险每天巡查1

次，并有针对性地提供精细化服务指导。

比如，1.1馆的一个展位被评定为“高风

险”，原来这家企业将在进博会期间举办生鲜

金枪鱼“开鱼仪式”。对这个展位，市场监管

部门将每2小时进行一次巡查。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现阶段，场内高风险

展商展品有2家，中风险有81家，其余均为低

风险。但风险级别会实行动态调整，如果展

商被发现违规或被投诉等，都有可能被调高

风险等级。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数字赋能“沉浸式”监管
360度展现餐厅全景 首次分级分类管理展商展品

展会现场又见“小叶子”

身影。据了解，第五届进博会

从40所高校招募会期志愿者

3591人，通过志愿者培训、配

岗等相关筹备工作，现已上

岗。连日来，“小叶子”们巡馆

“暴走”，熟悉每个场馆位置。

场馆里随处可见的“5”元素让

他们有了“向前进，博青春”的

动力，整装待发迎接进博会的

到来。图为“小叶子”们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合影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进博会开幕在即，网络工程师们正抓紧时间对展馆

及周边地区反复测试，确保进博会的所有参与者能随时

享受到最优质的5G网络体验。沪上运营商正积极采用

多项新技术，全力做好进博会通信服务保障。

自研专用智慧平台
5年来，进博会俨然成为通信技术的最佳测试场。

上海移动将多项最新技术和产品应用到进博会保障

中。首届进博会上，国内“最强天线”龙伯球大容量天

线首次投入使用，助力展会保障区域内的无线通信容

量提升3倍。“二维可调天线”“载波聚合”“L3级自动驾

驶网络”等更多新技术在历届进博会首亮相，于更多赛

事盛会中“上岗”。如今，这张“会呼吸、能思考、更绿色”

的高品质保障网络不断升级，在重大通信保障任务中

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上海移动也将在进博会上使用新的保障“武

器”。聚焦进博“云系列”等线上保障重点，上海移动自研

定制开发进博会保障专用智慧平台，以大屏形式“线上进

博”，从手机用户、家庭用户、政企客户、互联互通及国际

四大方面保障，确保会期视频会议、在线直播、VoLTE语

音业务运行平稳通畅。同时，本届进博会上，“L3级自动

驾驶网络”完成升级，赋能应急通信车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实现应急通信车智能化开通部署，提升了突发事件应

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直播装备成为标配
上海电信凭借“云网融合”优势，积极推动上海数字

化转型成果运用于进博会实践。随着近年来4K、VR直

播的流行，5G网络能以最快的方式将进博会现场的盛况

传播到全世界，让全球各地的消费者实现轻松“云逛展”。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现场，补光灯、柔光罩、麦克

风、手机支架……这些专业的直播装备已成为参展商的

展台标配，甚至有不少参展商设置了专门的直播间，将来

自各国的特色产品通过5G网络以最快、最流行的方式触

达更多普通消费者。“这里的电信5G网络速度非常快，这

次进博会我们将加大直播力量，通过5G网络现场直播带

货。”正在布置展台的一位参展商表示。

“云网融合”技术也被充分运用在进博服务热线中。

这几天，上海电信“进博服务热线”座席区越来越繁忙，热

线咨询量与日俱增。

上海电信引入AI技术提升热线服务能力，先后推出

AI数字大屏、AI微信公众号、智能在线客服和智能AI语

音导航等数字产品和服务。 本报记者 叶薇

又见“小叶子”

任务“加码”
装备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