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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多确定性驱散焦虑与恐慌
潘高峰

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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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这些天，我国对疫情防控措施密集优化
调整。继“二十条”之后，昨天又出台了被称
为“新十条”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提出科学精准划
分风险区域、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优化调
整隔离方式等十项具体措施。
上海作为超大城市，面临的情况无疑更

加复杂，但也始终坚持走小步、不停步。昨
天国家防控新政出台后，上海再次调整手
势，明确了密接可以居家隔离、外地来沪不
再落地检、取消来沪未满五日标志等做法。
对于这些防疫措施的不断变化，很多人

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生活回归正常是
大家的共同心愿，眼看城市“烟火气”又将重
新升腾，怎么可能不欢呼雀跃？

昨天“新十条”出台不久，上海迪士尼乐
园就宣布于12月8日重新开园。消息发布
后，与迪士尼相关的瞬时搜索量较此前同时
段上涨近300%。其中，来自外地游客异地场景
下的迪士尼乐园瞬时搜索量涨幅超过900%！
这背后的激动与喜悦，相信大家都能共情。
另一方面，焦虑与恐慌的情绪也在逐渐

升温。一个最明显表现是，随着各地放开购药
限制，不少民众开始过度囤药，甚至提前吃药。
恐慌来自未知、来自不确定。网上“第一

波冲击即将到来”“80%～90%的人都会经历
感染”的说法，让大家无法轻松。“轻症感染者
居家隔离，到处乱跑怎么办？”“核酸点取消
了，紧急就医会不会更难了？”“不让囤药，应
该如何备药？”“万一感染了怎么处理？”普通
人的种种疑问，都需要有明确答案。事实
上，这些问题在国家出台的规定里、在专家
的解读里都有涉及，但各地在细化落实上能

做到怎样的程度？大家心里没底。
如何让更多确定性驱散焦虑与恐慌？首

先必须认识到，新形势下，当好自身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要学会用
自身的确定性，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那句话——做好

自己。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
持安全社交距离，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和
有基础病的重点人群的抵抗力较低，应减少
外出，尽量不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不串
门、不聚会，远离发热和咳嗽的人群，如身体
出现不适，特别是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
状，应及时规范就医。
其次，各地政府部门应当比普通人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解封不等于解防，而是要用
更加扎实、细致的工作保护好民众健康。
要继续推动疫苗接种，尤其是老年人群

的疫苗接种；要加强药物的研发、生产、储备，

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要优化完善医疗救治
方案和资源准备，比如分级诊疗方案落地的
相关政策、救治设备、物资、空间、人力资源的
准备等；尤其是要强化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
保护，对医院、养老院、福利院、托幼机构、中
小学等重点机构的人员密集情况加强管理，
强化对老年人群等脆弱人群的保护……
最近，网上有一句话很流行：国家护了

你三年，接下来的路要靠自己啦！这句话，
并不准确。一个“人民至上”的国家，有些坚
持是始终不变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调
整优化防疫政策，是根据对病毒的最新判
断、疫苗的充分普及，以及应急处置和救治
能力的提升等现实条件变化而作出的。
如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但我们

依然需要全社会统一认识，守牢规则，做好
准备，保持健康心态，同心、同向、同行，为找
回曾经的美好、奔赴光明的未来共同努力。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上海将再增16

条绿化特色道路。昨天，市绿化市容局表

示，对照《上海市绿化特色道路评定办法》，

通过各区绿化主管部门自评和推荐，经市、

区相关专家现场两轮评定，拟命名瑞金南

路等16条道路为2022年度上海市绿化特色

道路。

这16条道路包括瑞金南路、石门一路、

云锦路、虹桥路、场中路、真华南路、殷行路、

高青路、康文路、申虹路、陈家山路、漕盈路、

西林北路、百通路、前京大道、明珠湖路。

这些道路上的植物各有特色。比如瑞

金南路为双幅路，行道树为悬铃木，树形美

观；中分带则种着七叶树、乌桕等高大乔木，

下层配有北美海棠、月季等植物，丰富观花

景观，周边绿地绿量充足；道路中还有垂直

绿化及彩化植物，形成季相变化丰富、色彩

缤纷的街道景观；最佳观赏期为4—5月、

11—12月。

又如石门一路为南向北单行五车道，道

路主体行道树为乌桕；机非隔离带使用“四季

春1号”巨紫荆作为上木，下层种植火焰卫

矛、银姬小蜡等色叶灌木，与茶梅、八仙花、复

色矮紫薇等观花灌木相互映衬；最佳观赏期

为3—5月、11—12月。

目前，这16条特色道路已开始公示，公

示时间为12月7日—14日。

“不用请假回老家报户口了，在上海就能

直接打印孩子的《居民户口簿》，真是太方便

了！”今天上午，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江苏

籍居民周先生，来到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仅用1分钟就为刚出生的

孩子成功打印了《居民户口簿》信息，成为“长

三角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户服务”由“缴旧

寄新”升级到“直接打印”后的首位受益者。

周先生是一名初中教师。孩子还没出生

前，他就为疫情下如何返乡给孩子报户口的

事烦心。没想到，他咨询上海警方后得知，受

益于政策升级，只要到上海居住地的公安派

出所就可以为孩子申请办理入户手续。更让

他惊讶的是，仅仅两个工作日后，他就收到办

理户口登记成功的通知，随后直接拿到了孩

子的《居民户口簿》。

上海市公安局人口办信息管理处处长冷

翠红介绍，经“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先

试后，今年12月8日起，选择“长三角区域跨

省（市）新生儿入户服务”的申请人，新生儿入

户申请经户籍地审核同意后，受理地可直接

为申请人打印新生儿的《居民户口簿》，且打

印的《居民户口簿》上均附有户籍地的“户口

专用章”，从而使“跨省异地出件”成为现实。

据了解，“长三角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

户服务”于去年11月23日试点上线，深受长

三角地区居民的欢迎，但受限于当时信息技

术及硬件配置的制约，试点一直采用跨省“缴

旧寄新”的模式予以办理，即受理地收缴旧的

《居民户口簿》，由户籍地邮寄一本新的《居民

户口簿》（记载新生儿信息）给申请人。

2022年，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公

安部门的不懈努力下，通过“户口专用章”电

子印章库、统一《居民户口簿》样式、按地域分

发常住人口信息页、全面配置彩色针式打印

机等四项重要工作措施，最终实现了“长三角

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户服务”由“缴旧寄

新”到“直接打印”的转变升级。

本报记者 潘高峰 特约通讯员 李辉

相关链接

■ 适用对象
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

内出生并取得《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双方或

一方为四地户籍居民，父母双方同民族，婚内

生育，随父（母）在长三角区域家庭户内申报

出生登记的新生儿。

办理所需材料为：新生儿父、母《居民身

份证》；新生儿父、母《居民户口簿》；新生儿父

（母）《结婚证》；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 办理流程：

1.提交申请 受理地公安机关收取证明

材料原件后，扫描成电子文档进入本地业务

办理系统，同时将申请信息及电子版材料流

转至拟入户地公安机关。受理地公安机关将

暂时留存《居民户口簿》和《出生医学证明》原

件，其他材料当场退回。

2.审核登记 拟入户地公安机关在收到

受理地公安机关传输的申请办理信息及相关

材料后，根据拟入户地新生儿入户政策规定，

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结果至受理

地公安机关。

3.入户确认 受理地公安机关在收到拟

入户地公安机关反馈的确认信息后，在1个工

作日内电话通知申请人前来办理入户信息确

认手续，并领回《出生医学证明》原件正联，副

联由受理地公安机关保存。如果入户申请不

符合拟入户地的入户政策规定，则不能办理

跨省（市）新生儿入户手续，需要申请人返回

户籍地申请办理。

4.《居民户口簿》打印 新生儿入户信息

确认后，受理地公安机关将在新生儿入户地

《居民户口簿》上直接打印新生儿户口信息，

并加盖户籍地“户口专用章”。

“长三角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户服务”升级

从“缴旧寄新”到“直接打印”

沪再增十六条
绿化特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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