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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多点散发

市民关注到上海初春的这一波疫情，是从普陀区一支老年

舞蹈队的 56 岁女士确诊开始的。

3 月 1 日上午，一些消息灵通的上海市民中间开始流传“上

海出现本土新冠病例”的消息，虚虚实实的小道消息被人们议论

着，气氛有些紧张。还好，当天 16 点，上海市第 112 场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疾控部门掌握的情况：上海当天新增 1

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病例为女性，56 岁，普陀区石泉街

道宁强路 33 号石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发布会及时回应了猜疑，大家心里祈祷着疫情不要扩散，

但第二天发布会上的消息，打破了大家的美好愿望：舞蹈队中

出现了感染者，有 3 人为确诊病例，4 人为无症状感染者。

受舞蹈队传播链的影响，普陀区按照防疫政策对密接、高

风险人群等开展核酸检测，部分医院暂停服务进行闭环检测。3

月 1 日上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公告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

直到 3 月 8 日早上才结束闭环管理，全面恢复正常医疗服务。

生活在普陀区的居民蒋先生当时心里有点慌，邻居中传闻

不断，有的把疫情说得很吓人，但他还是选择相信官方的通报。

家里该上班的都在上班，该上学的都在上学，只是家人出门时

蒋先生会多叮嘱几遍“口罩戴戴好”。

3 月 3 日，一条新的传播链被发现：3 月 2 日，上海市在对

外省市推送的风险人员开展例行筛查时，发现 5 名核酸检测结

果异常人员，他们均为松江区九里亭街道永辉超市沪亭北路店

员工，后来传播链又有所延长。当时邬惊雷在发布会上回应说，

通过大数据比对、流行病学调查，目前尚未发现松江传播链和

普陀传播链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当市民发现疫情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区、某一个小范围时，

担忧的情绪不免出现。很多上海市民开始每天关心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到底开不开，“盼它开又不想它开”——开发布会能

了解疫情的进展情况，但如果天天开，则说明疫情可能在扩大。

3 月 6 日下午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可以算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新的一条传播链被发现，而这条传播链波及的范围更大。

通报显示，在对徐汇区一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点工作人员和浦东

机场重点岗位工作人员例行筛查检测中，新增报告 3 例新冠肺

炎本土确诊病例和 7 例无症状感染者。

这里说的“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点”指的是位于徐汇区的华

一觉醒来查“上海发布”，是最近上海居民每天的“仪

式”。

3 月 22 日早上 8 点不到，“上海发布”公布了前一天上海

疫情的最新情况：3 月 21 日 0—24 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31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865 例。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总数来

到历史最高位。

拐点尚未到来，但总体而言，上海市民对感染者人数的增

加已经有一些心理准备，因为在 3 月 18 日晚上的央视节目里，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接受主持人白岩松采访时就已经预告：

“随着进一步的筛查，我觉得现在的趋势还很难预判。我觉得

会有一个高峰和相对持续的这样一个短时间段，这是对目前形

势一个初步的判断。”

“倒春寒”中风雨大作，3 月 21 日之前的这一周，上海不

少社区在做核酸筛查，居民撑着雨伞在小区樱花树下排队做核

酸的照片被网友配以“清明上‘核’图”的标题。疫情激发了

网友巨大的创作欲，此前有网友给春节热映的沪语电影《爱情

神话》配上了新台词：“一个上海人一辈子没被封特过是不完

整的。”调侃背后是人之常情的无奈和抱怨，但也有建立在理

性上的理解和幽默。

减少流动、大范围筛查核酸……这一切是上海居民在两年

多的疫情中第一次碰到的情况。原因是 2022 年 3 月以来的上海

疫情，呈多点散发、多链并行、隐匿传播、快速蔓延态势，这

是上海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形势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其他城市曾经遇到的问题，上海也遇到了。

入境人员隔离点管理疏漏、健康云无法登录、封控在家的

居民买菜困难、核酸结果等待时间延长……面对这些棘手的问

题，上海用最快的速度回应和解决，将负面的影响限制到尽量

小的范围。官方的及时回应和紧急处置，平复了市民的焦虑不安，

换来了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就算到最吃劲的阶段，上海依旧坚持科学的防控政策，

开展了区分重点区域与非重点区域、网格化筛查的措施，上

海没有停摆，“倒春寒”中全城积极投入到这场守“沪”战

疫中。

这几天，没被封控在家的上海居民被大家称作“闯入决赛

的选手”。不少“决赛选手”用手机拍下了空荡荡的南京东路、

淮海路、新天地，冷冷清清的商场、迪士尼，大门紧闭的小商铺、

公园……画面有些伤感，但每个人心中都坚定地相信，春寒总

是暂时的，智慧与科学的措施，总能一扫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