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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近期，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后第一波感染

新冠病毒的阳性患者逐步转阴。如何判断自

己已经转阴，转阴后需要注意什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

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振伟表示，两次核

酸（间隔24小时以上）检测阴性，即可判定转

阴，此时传染性已经非常低了，但在返岗或外

出时，还是要规范佩戴口罩。

王振伟说，目前正处于冬季呼吸道感染病

高发期，除了新冠外还有其他传染病。市民仍

然要做好呼吸道防护，不要降低防控标准。市

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在人多密闭的公共场

所，均应规范佩戴口罩。外出时建议随身携带

口罩，视不同人群场景选择佩戴适宜的口罩。

接触快递、清理垃圾、饭前便后等情况下，均应

及时洗手或手消毒；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

眼、鼻；外出回到家，一定要先洗手。保持环境

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临近年关，免疫力低

下的人群，如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要避免

前往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有市民觉得，感染一次新冠就等于接种过

一次新冠疫苗，这样的想法对吗？王振伟表

示，肯定不能用感染代替疫苗，不能说感染过

新冠病毒就可以“放飞”自我。专家说，病毒还

在不断变异，感染后对这一病毒相近的变异株

有交叉保护，但是病毒若持续变异，或者是一

些关系比较远的毒株，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

尤其是对老年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等免疫功能

低下的人群，免疫缺陷人群和医护等高风险岗

位的人群，都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性。

不少人感染时会出现高烧、全身肌肉酸

痛、乏力、出汗多、头痛咽痛等症状，病愈后，

还有些人会持续出现身体乏力、虚弱，甚至胸

闷的相关症状，通常在半个月内可以缓解。

还有市民询问，“阳康”后，能马上恢复体

育运动吗？该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冯玲表

示，核酸转阴后，千万不要立刻从事非常繁重的

工作，或者立刻去剧烈运动、健身，要循序渐

进。不然，过量的运动会导致疲劳感增加、心肺

负荷增加。 本报记者 郜阳 左妍

12月20日晚，一则微

信消息，让松江区九里亭街

道亭汇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汤肖燕倍感温暖。信息来

自亭汇居民区居民吴经纬

先生，他表示自己在外出差

时采购了一批退烧药品，想

捐赠给居民区有需要的家

庭。汤肖燕一边对吴经纬

的善举表示感谢，一边立刻

组织居委会工作人员和楼

组长们，排摸统计各家的药

品需求。尤其对于居委会

登记在案的80岁以上、独

居、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们以

及居民区其他重点人群，居

委工作人员挨个打电话，询

问这些居民的身体状况以

及家中药品储备情况，最终

确定了首批16户有退热药

品需求的老年居民。

21日晚，居委会根据排

摸的情况，将药品按每人4

片进行拆分重组。还在每

袋药中放上一张写有辖区

家庭医生电话号码的纸条，

随后送往老人家中。

通讯员 李天蔚
本报记者 杨洁

缺药可以去家门口“应急点”看看
全市2594间发热诊间启用，记者拨打了96个求助电话——

有句俗话用在当下

很贴切：你走你的阳关

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尤

其是前半句，因为几乎每

个人身边的工作伙伴、亲

朋好友，都在络绎不断出

阳。

随着这段时间以来

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这

当然是一个可以预见的

情形。按照有关专家的

预计，大多数人都难以避

免会被感染，而相关统计

数据以及其他大城市的

情况，也在冷酷地印证着

这个预判；因此，医疗救

护、社会关怀、邻里互助，

不同形式、不同路径、不

同方法，正在有条不紊地

展开。每个人都是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

人都努力照顾好自己、照

顾好家人。

有人阳了，高烧难

退，痛苦难耐，不得不暂时休整，停下

正常的工作节奏；而这无疑就意味着，

有人在挺身而出，担负起平时倍数的

工作，尽力维持各项工作、生活秩序的

正常运转，尤其是广大医护人员，承受

着巨大的压力，也奉献着最大的付

出。不可否认，这次暂时“告退”的人

确实比较多、比较密、比较快，给正常

工作秩序带来的压力比较大、给大家

的心理承受能力带来的冲击也比较

大。但反过来想，熬过这一段窗口期，

不也意味着“返阴”的有生力量也会特

别多、特别大、特别快么？

我们每个人当然都有良好的意愿，

多么希望每个诉求都得到最大程度满

足、每个痛苦都得到最大程度安慰、每个

匮乏都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然而，美好

的意愿终究是意愿，可以努力为之奋斗，

现实恐怕总不能尽如人意：肯定，多多少

少、大大小小、时时处处，总难以做到完

全兼顾、毫无瑕疵。——平心而论，防疫

战疫固然如此，生活中的其他任何事情

何尝不是如此？

“阳关道”的出处，据说是古代出西

域的“阳关”。古人看不清阳关道外的情

形，只看到路上的艰辛，视作畏途，就会

吟诵“西出阳关无故人”“唱彻阳关泪未

干”“阳关一曲肠千断”的诗句。美则美

矣，失之于悲，大可不必如此。

是关，总有难；是关，总要过。

过去，就是美好的一片天。我们，众

志成城，一定能过去。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为更好地服

务周边百姓，宝山区月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将门口原先的核酸亭改造成了发热哨点诊

室，让有需要的市民不进卫生服务中心就可

以配到相应的药品。发热哨点24小时开诊，

并配备高年资、有经验的医护人员。

这里每个窗口配备两名医护人员，一位

负责问诊、开药，一位负责拿药。月浦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因近期发热市

民人数增多，为给需要的市民提供更便捷的

诊疗服务，12月11日，在中心门口原先的核酸

检测亭改造完成后，便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内的发热哨点诊室搬到了这里，同样提供

24小时的诊疗服务。图为今天上午，市民来

到改造后的月浦发热哨点进行诊疗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陈梦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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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采样亭变身发热诊疗站

转阴后要注意什么？ 仍需做好呼吸道防护，不可降低防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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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药！求药！求药！连日来，不少市民向

“防疫 ·帮侬忙”纷纷发来了这样的“紧急求

助”。记者了解到，12月19日起，上海各类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中心、分中心、服务站、村卫生

室）2594间发热诊间全部启用。这许多家门口

的“应急点”到底能不能“帮上忙”？记者在向

市民提供相关渠道，并随机拨打上海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300多条“24小时健康服务咨询热

线”中的96个电话后，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宝山区罗店镇 刘先生
刘先生“阳了”后高烧不止，并出现呕吐、

咳嗽等症状。“我在家里翻箱倒柜，但就是没

找到能够退烧的药。”刘先生告诉记者，他通

过线上平台、互联网医院等渠道买药，但一直

“缺货”。

记者立刻拨通了罗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电话。拨打后，一名值班人员表示，目前，罗

店镇有一个中心和两个分中心，共有15间发热

门诊，目前均配备了较为充足的医疗人员。刘

先生可以挑选离自家最近的诊室就医配药。

记者在将3个地址和电话告知刘先生后，

他已前往发热门诊配到了药。

长宁区新泾镇 高伯伯
高伯伯告诉记者，他今年79岁，患有肺气

肿、肺大泡，前几年还做了手术，现在只有一

个肾脏，每天要定时吸氧。他的老伴也已77

岁，也有一身的基础疾病。前些天，高伯伯

“阳了”后，家里的药物都已用完，想着帮老伴

配些药，以备不时之需。“阿拉的小囡都在国

外，身边没人能够帮忙，真不知道该上哪去配

药？也不知道能不能‘送药上门’？”

记者与淞虹路507号的新泾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取得联系。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社

区发热诊间正在“满运力”运转，但目前暂不

能提供外送药物服务。如果老人行动不便，

可让社区志愿者等代为配药。不过，对方也

提醒，老年人更重要的是要做好防护，尽量减

少外出，降低感染风险，无需过度“囤药”。

记者将情况回复高伯伯后，他立刻表示：

“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离我家不远！走过

去10分钟不到。”目前，高伯伯已前往就诊，配

到了急需的药物。

普陀区金沙江路 吴阿姨
吴阿姨和老伴都“阳”了，家里又没有退

烧药，老两口急得一筹莫展。记者经过查询，

向吴阿姨提供了长风街道长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在电话咨询后，吴

阿姨立即赶往了“家门口”的发热诊间。“真的

帮上大忙了！药都配到了，心也定了。”

嘉定区马陆镇 顾先生
顾先生“阳”了后，一个人独自住在公司

宿舍的单间里，也不知道能上哪儿配药。记

者随即将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地址和

电话通过微信发给了他。经过沟通，吴先生

去了距离公司最近的发热诊间。目前，在遵

照医嘱服用药物后，已经退烧，其他症状也得

到了缓解。

那么，关键时刻，上海各区各街镇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都能像这样“靠谱”吗？记者随

机选取了16个区下属各6个共96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分时段拨打对外公布的“24小时健

康服务咨询热线”。首先，不论白天黑夜，每

个电话都能打通，确实是“24小时在线”；其

次，接线人员都十分耐心，细致回应“求医问

药”的市民诉求。

如青浦区练塘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

服务站（村卫生室）发热诊间数量最多，达到44

间。接线人员表示，目前人员充足，运转有序。

如南京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虽没有下

设服务站，但接线人员称，成都北路290号的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天津路的分中心

内，各设有2个发热诊间，现有资源已可满足

辖区内居民的就医和配药需求。

记者了解到，在“家门口”的社区发热

诊间，居民可便捷获得发热诊断、对症治

疗、健康指导等服务。目前，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已充实医务力量，安排有经验的医

务人员接诊发热患者，并全部与上级医院

建立紧密对接。上海正在将发热诊疗药品

向社区倾斜，确保满足居民发热诊疗的“就

近就医”。

同时，市民如需了解就近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发热诊疗信息，可随时拨打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24小时健康服务咨询热线”。

本报记者 徐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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