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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左妍）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优化新冠病毒感染者

居家隔离康复后解除隔离和返岗复工的措

施，具体如下：

一、阳性感染者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可结束居家隔离，恢复正常生活和外出：
（一）居家隔离应满7天（自出现症状或

核酸、抗原检测结果阳性之日起计）。
（二）居家隔离满7天时，症状明显好转

或无明显症状。
二、如阳性感染者居家隔离第7天仍有

发热等症状，继续落实居家隔离，待满足上
述条件后予以解离。
三、特殊行业、特殊岗位人员居家隔离解

离和返岗要求，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四、后续根据疫情形势动态调整相关措施。
请广大市民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坚持

“三件套”做到“五还要”。规范佩戴口罩，勤

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分餐不聚

餐。老年人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人，要减少

不必要的外出，加强个人防护。尽快接种疫

苗，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本市优化调整阳性感染者解除居家隔离标准

防疫帮侬忙
75岁老夫妻急求N95口罩
公益联盟往返100多公里送达

求助

进展

99岁老教师感染持续发烧
街道居委对接各方齐关爱

求助

进展

年终岁尾，也适逢一年中最冷的

时期，专家提醒，新冠病毒感染叠加

冬季呼吸道传染病已进入高峰期，市

民外出别忘坚持“三件套”；尤其是看

望家中长辈时，仍要做好细致防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贾伟平医生表

示，今年是严寒，加上冬季本来就是

呼吸道疾病高发期，老年朋友这段

时间最好“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少去

公共场所，如果一定要出门，除了戴好

口罩外，还要戴好帽子和围巾，防止寒

冷刺激。第二，平时要多喝温水。第

三，起居要规律，心情要放松，不要过

度恐慌。贾院士建议，无论是“糖友”，

还是高血压的朋友，只要以往血压

血糖控制比较平稳，就不要太担心。

很多老人关心，饮食方面要怎

么吃才能增强抵抗力？贾院士表

示，其实和平时没太大区别。冬天

还可以吃点御寒的食物，少吃生冷

的东西。营养搭配还是要注意，蛋

白质要充足，碳水化合物也要适当，

不要吃得太油腻。如果发烧了，可

以吃点易消化的东西。每天最好保

证鸡蛋、牛奶、肉类、鱼类，此外也可

以摄入一些优质植物蛋白。

入冬后气温比较低，疫情进展

比较快速，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吴寰宇表示，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

减少外出，尤其是避免或者减少到

人员密集的场所、封闭的场所，出门

规范戴好口罩很重要。第二，要注

意手卫生，随身最好带上免洗的手

消，回到家中或者进入办公室也要

及时用流动的水清洗双手。第三，

节假日马上到来，人员流动性增加，

人群聚集的机会可能会增多，一定

要注意及时开窗通风。面对身边感

染人群增多，不要焦虑，保持良好的

心态。保持规律饮食、睡眠，多喝

水。与其囤药，不如把免疫力提高，

免疫力才是每个人最好的“药”。

随着感染人数增多，“阳康”们还

有必要防护吗？吴寰宇说，仍然要戴

口罩、做好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家里有人“阳”过之后，要注意清洗阳

性人员的衣服、被褥等，多放在太阳

下晒晒，每天至少两次开窗通风。

贾伟平院士补充说，临近佳节，

走亲访友开始频繁。如果去看望老

人，还是要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进门

洗手换衣服，吃饭要分餐，把老人当

作“宝宝”来对待。通风时为老人穿

好外套、戴好帽子，防止他们着凉。

对异地过年人群有什么建议？

贾伟平院士说，三件套里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戴口罩。出发过程中最好

全程戴口罩，减少摘口罩饮食的时

间，出门时要带好药品。

针对很多市民都有返乡、旅游

的规划，吴寰宇说，出行前还是要做

好“功课”，尽量错峰出行，也鼓励自

驾车出行，一个原则就是避免聚集

和扎堆。第二，做好出行前的物资

储备，比如口罩、手消、药品等。第

三，候车时尽量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等候，不要在密闭空间停留过多时

间。使用过厕所、电梯等公共空间

后，要及时洗手。当然，正处于发

热、咳嗽等身体异常状态时，最好暂

缓出行。 本报记者 左妍

最近，身边越来越多人“阳”了，

遗憾地退出了“决赛圈”，还有一些

人则转为居家办公，工资发放等问

题成为不少“打工人”关心的问题。

上海市政协常委、江三角律师事务

所主任陆敬波对此作了解读。

问题一：“阳”了收入是否受影
响？
“我觉得首先需要分清，是‘阳’

了之后居家隔离休养治疗期间，还

是居家办公。”陆敬波表示，在第一

种情况中，如果职工确实是“阳”了，

并提供了抗原或者核酸检测等证

明，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生病隔离

期间，他可以静心休养不需要工作，

单位也应为其发放正常工资。如果

是绩效工资，因为部分收入和绩效

挂钩，无法完成工作考核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调整收入；也可以通过灵

活安排工作时间、轮岗轮休等方式

协商解决。

第二种情况则是居家办公，前提

是员工身体状况正常没有“阳”，但由

于其他原因不方便去办公室。居家

办公的实质无非就是工作地点的一

个变化，收入不应该受到影响。按照

相关法律的规定，只要按照公司要求

保质保量完成工作，收入不会因办公

地点发生变化而改变。

“这是两种标准的状态，但是实

践中，这两种状态经常是混合的。

比如说员工‘阳’了，但症状比较轻

甚至没有症状，还可以工作。这时

候，单位和员工最好是通过双方协

商、你情我愿的方式解决。”如果员

工“阳”了之后感觉身体无法继续工

作、不利于治疗，公司应采取柔性方

式，而不是刚性方式处理，要发放正

常的工资，更不能随意开除。

但疫情的非常时刻，不少企业

经营惨淡，太多员工“阳”了对公司

经营造成影响，所以更提倡的是员

工和单位同甘共苦、共克时艰，毕竟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问题二：“阳”了需要向公司提
供证明吗？
在有的居民区，居委干部们被

“杨过”（“阳”过的人）团团围住，因

为公司要求开具“阳”过的证明。在

陆敬波看来，这并非居委会的法定

义务，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

决。他认为，公司要求员工提供证

据证明自己“阳”了是正当的，如果

核酸检测实在不便，可以通过录制

抗原视频等方式，证明自己“阳”的

时间和过程，居委会并没有法定义

务一定要开具证明。

问题三：灵活就业者“阳”了收
入怎么算？
在疫情中，快递小哥等灵活就

业者如果“阳”了，收入如何计算？

陆敬波表示，灵活就业者的收入要

看个体和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

系，如果构成劳动关系和上述的情

况是一样的。

如果不构成劳动关系，则双方

构成民事关系，关键看双方的合同

或协议如何约定。有合同约定的就

按照合同来，如果没有约定的“阳”

了后对个体劳动者则非常不利，生

病等情况和单位企业并没有直接关

系，将影响到其收入。

随着灵活用工的情况越来越

多，在疫情中快递小哥等更是发挥

出重要的作用，社会也越来越关注

这个群体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企业

要吸引人、留住人不但要靠待遇，更

要靠综合的保障。无论是从社会责

任的角度，还是从企业长远发展的

角度，通过法律的约定，给这些群体

充分的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以让更多

人有职业认同感，愿意投身这个行

业。”陆敬波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阳”了后工资如何发放？
法律专家详细解读

市民虞阿姨向“防疫 ·帮侬

忙”发来求助，她的中学英语老师

已99岁，近期持续发烧，同住的

女儿因身体不适一时无法妥善照

料。虞阿姨和昔日的同学们急切

希望有关部门能伸出援手，帮老

师渡过难关。

虞阿姨说，99岁的陈老师是

她1966年就读杨浦区控江中学

时的英语老师，平时和70多岁的

女儿住在淮海中路622弄。“上学

时，陈老师对同学们关爱有加，大

家也非常感激老师的培育之恩，

毕业至今50多年了，我们一直和

老师保持联系，逢年过节还会上

门看望。”近期，新冠感染者持续

增加，她也时刻惦记着老师的健

康，经常通过电话嘘寒问暖。最

近，虞阿姨得知陈老师和女儿相

继发烧。“同学们知道后都是心急

如焚。以前老师都由女儿照顾，

现在她女儿也身体不适，对母亲

难免照顾不周，加上老师近百岁

高龄，万一病情加重，能否及时得

到救治，我们十分担心。”12月22

日下午，有同学拨打了120，希望

尽快将老师送医，急救人员赶到

后，发现老人情况还算稳定，考虑

到医院床位紧张，建议先在家观

察，如病情恶化，再随时送医。

记者致电小区居委会，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居委会大部分成

员也已感染，只剩下他和另一名

社工还在坚守岗位，但即使人手

不足，对于小区内的高龄老人和

困难群体，他们还是会每天电话

联系，及时掌握对方身体状况。

据了解，陈老师和女儿暂无其他

严重症状。目前，陈老师家的护

理员每天会定时上门探望，密切

关注其病情，居委会也会全力保

障老人的吃饭、用药，如出现紧急

情况，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

记者又联系瑞金二路街道

办，工作人员记录下陈老师的个

人信息后回复，将和居委加强对

接，如老人后续症状加重需要送

医，他们会派人全力协助。“请放

心，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守护好陈

老师和辖区内每一位老人的健

康！”工作人员承诺道。

本报记者 房浩

家住松江区叶榭镇强恕小区

的王伯伯向“防疫 ·帮侬忙”发来

求助，自己先前通过网购买来的

N95口罩竟是没法用的“劣质

货”，现如今想重新购买却是“一

罩难求”。目前，老夫妻俩抗原检

测都是“两条杠”，居家隔离防护更

是少不了这样的“防疫神器”。“你

们能不能帮帮阿拉老两口啊？”

王伯伯告诉记者，他和老伴

都已75岁。半个月前，他在一家

电商平台买了100个N95口罩。

到货后，王伯伯发现这些口罩的

钢丝条暴露在外，竟然全是不合

格产品。事后，他向平台提出换

货，但新口罩一直还没送来。

了解情况后，记者立刻向“防

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发出求助信

息。公益企业“曜影医疗”迅速调

拨捐赠了一批N95口罩，12月22

日上午，“防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

工作人员驱车往返100多公里，

将防疫物资送到了王伯伯家中。

刚收到口罩，老人就迫不及待地

拨通了记者的电话，“真是雪中送

炭啊！这次的质量没得说，阿拉

一家人心定了。”

本报记者 夏韵

12月20日，黄浦区卫健委联合

全季酒店，推出了首个医务人员关爱

驿站，为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提供温

馨舒适的休养场所。

区卫健委组建了关爱工作专班，

与驿站的服务团队共同推出“1+2+

3”服务模式，确保入住驿站的医务人

员感受到温馨舒适。图为酒店前台
摆放的感谢医务人员的牌子以及发
放给他们的口罩、抗原等防疫包

本报记者 周馨 摄影报道

黄浦医务人员
关爱驿站启用

专家提醒:年终岁末加强防护

不聚集少外出 务必戴好口罩

居家隔离已满七天
无明显症状可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