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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油！

　　她反复确认我们工作人员的身份，就是不提供自己的信息，打了几次后来就不接了。

既然是“追踪办”，那么重点肯定在于“追踪”。我们要做的，

并不是去确定谁是“密切接触者”，也不是挨家挨户地去找这

些“密切接触者”。我们的角色，是“密切接触者”的管理环

节中的“桥梁”。

当前应对疫情，强调“联防联控”。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收

集确诊病例的经历之后，再筛选出发病后乘坐交通工具（飞机、

火车、客运汽车与轮船）的对象及其乘坐的航班号或车次信息，

并将其中需要排查的航班号或车次信息告诉我们。

得到信息后，我们提请公安部门根据旅客实名登记信息将

同天同乘该航班号或车次的人员检索出来，然后通过大数据，

尽可能查找到这些密切接触者的联系方式。我们根据公安反馈

的个人信息，准确地找到他们，并和他们取得联系。

对于“密切接触者”的管理，首先最重要的也是统一的原则，

是让他们每个人居家隔离 14 天。

从我们得到的信息来看，有些人并不是住在上海的，他可

我是上海市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原来在免疫规划所

工作。新冠肺炎暴发后，中心成立了“追踪办”，我和

另外 23 位同事从其他部门被紧急抽调过来。

国家卫健委此前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 

对“密切接触者”这一群体有了明确的管理方案，我们的“追踪办”

就是为了落实这个方案。

虽然有很多密切接触者可以通过对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直

接问询，但对于同乘交通工具，特别是飞机、铁路旅客列车、

客运汽车、客运轮船这些大型交通工具的密切接触者，就需要“追

踪办”来找人，及早排查确认落实防控措施。

做好“密切接触者”的防控，是当前有效控制疫情扩散非

常重要的一环。

我所在的上海市疾控中心“追踪办”目前设有三组，每组

八个人。我们工作组成立于 1 月 26 日，经过一天的紧急培训后

于 1 月 27 日正式工作。

我在“追踪办”，目标——“密切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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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办的日常工作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