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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问题时，主动提到“昨天有关居民小区肿瘤病人的一些治疗

诉求，我们注意到所在区及时与肿瘤医院联系，及时将病人安

排到区域性医院，由肿瘤医院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安排相关

的主诊医生了解病人的病情，做好解释和疏导，个别病情需要

放疗的病人在做好严格防控的基础上，安排继续治疗”。

邬惊雷进一步表示，如果是急危重症患者，居民可以第

一时间联系封控小区所属街镇或居村委，由街镇或居村委联系

“120”急救车辆将患者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针对“上班族如何开具‘居家健康监测证明’”，3 月 20 日，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朱俊伟介绍，为了快速响应市民需求，

各区结合“一网通办”服务要求，主动创新服务模式，在市政

府办公厅、市大数据中心的指导下，目前已有14个区在“随申办”

的各区旗舰店上线了在线开具证明服务，有些还推出“免申即

享”主动服务（就是不需要市民申请政府部门通过大数据计算，

主动推送给符合条件的市民），既便利了市民，也减轻基层防

疫人员工作压力。

关于“如何做好志愿者保障激励工作”，3 月 21 日，市文

明办副主任郑英豪则说，市志愿者协会已协调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疫情防控志愿者免费提供最高赔付

50 万元的“守护志愿者”特定保险。志愿者还可在线申领“上

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证书”。

关于很多小区居民买菜有一定困难，3 月 22 日，市商务委

主任顾军回应，上海的生活物资供应是充足的，整体情况是稳

定的。有些封控在家的市民反映买不到菜，这主要是由于疫情

防控需要，封控小区数量仍然较多，不少企业也提倡员工居家

办公，使得居家人员数量增多，大家又都习惯了在几个主要电

商平台上下单，这些因素导致平台的配送力量跟不上订单的增

长，“市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某些品类商品暂时缺货、送达速

度慢，或是下不了订单。为了解决配送力量和订单数量这对矛

盾，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举措。各个街镇也积极组织社区干部、

点等综合因素确定。原则上以街道（乡镇）为筛查单元，划定

重点筛查区域范围。

他还说，此轮 48 小时筛查结束后，上海将综合研判筛查区

域内的人群感染风险以及是否有扩散传播风险可能。核查结果

出来后，根据该区域筛查出来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多还是少，

年龄分布、人群分布等，特别是结合流行病学调查看看扩散传

播风险的可能，动态调整下一步疫情控制措施。

“今天是重点区域核酸采样的第二天，天气刚好下雨，温

度下降，可能给社区居民核酸现场检测带来许多不便，希望大

家特别要注意安全，分批有序地进行核酸采样工作。”当天发

布会，邬惊雷的这番话，被网友评价为颇具“暖男”气质。

3 月 19 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继续介绍，前几天已经开始了对全市重点

地区开展排摸，采取“核酸筛查 + 减少流动”的措施。“大家

可以看到，随着筛查推进，发现阳性要进行排查风险管控。上

海有一整套防控措施，随着筛查推进，把之前存在的隐匿传播、

潜在感染阳性风险排查出来，也就是‘把埋着的雷排掉’了。

排查完后，相对来说社会面上可以逐步实现清零。”吴凡表示，

这个决定对保护全市市民健康安全是非常关键的。

3 月 21 日，邬惊雷又表示，根据分析研判继续坚持切块式、

网格化原则，划定了新一轮核酸筛查范围，将按照“街镇—小区—

楼栋”逐级开展后续的核酸筛查及管控工作。

“根据 16—20 日这段时间的筛查情况，我们根据研判分不

同情形开展后续筛查，对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街镇，及时开展

流调排查，甄别出密接和次密接，同时对他所在的小区进行管

控和排查，如该小区仍出现阳性病例报告，继续对阳性病例所

在的楼栋进行管控，其他楼栋解除管控。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复

杂的街镇，根据具体情况及时研判，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在

回答“封闭的小区能否陆续解封”时，邬惊雷回答道。

“网格化”之外，3 月 18 日，邬惊雷回应封控区老百姓看

　　上海有一整套防控措施，随着筛查推进，把之前存在的隐匿传播、潜在

感染阳性风险排查出来，也就是“把埋着的雷排掉”了。排查完后，相对来
说社会面上可以逐步实现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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