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上海发布行业防控规范指南，让市民更放心

养老服务机构 保障刚需服务，严控人员出入
《工作规范》 明确， 本市养老服

务机构将进一步严格人员出入管理 ，

不提倡家属进入探视， 暂停来访咨询

接待， 取消不必要的志愿服务和社会

实践等活动 ； 春节期间离院的老人 ，

原则上待疫情稳定后再返院； 社区和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如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 长者照护之家、 日间照护中心

等， 凡有托养老年人的， 参照养老机

构进行管理， 或在同老年人和家属协

商一致的前提下暂停服务。 社区长者

食堂和老年人助餐服务点如继续提供

集中就餐服务， 需对工作人员和就餐

人员严格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对于有

助餐刚需的老年人， 应保障力量上门

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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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行业 员工顾客都要测温，建立每日报机制
《工作指南》 明确了分类管理的

原则， 要求做好返沪员工特别是疫情

严重地区返沪员工的信息登记、 健康

监测、 居家留观等工作。 加强员工上

岗前身体状况排査， 一线上岗员工必

须佩戴口罩， 勤洗手、 勤消毒。 顾客

入店前做好体温检测， 提供消毒清洁，

提示口罩佩戴。 遇到顾客密集， 采取

相应限流措施。

加强经营场所清洁、 通风、 消毒，

对公共区域 、 卫生区域 、 公共设施 、

工具设备等增加消毒频次， 特别是对

扶梯、 把手、 按钮等易引起交叉感染

部位要加强提示、 频繁消毒。 加强入

驻商户管理， 公示场所每日消毒情况

等 。 此外 ， 暂停各类营销推广活动 、

食品试吃服务。 超市卖场要落实民生

保供职责， 确保正常经营， 商场可根

据实际情况缩短经营时间。 建立疫情

防控的每日排查、 每日通告、 每日报

工作机制， 加强内部管理， 及时沟通

信息。

停止食品“试吃” 外卖使用“封签”

上海发布战“疫”期间食品经营安全操作指南
停止提供食品“试吃”、集体食堂可分

时段用餐、外卖建议使用“食安封签”……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上海市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食品经营安全操

作指南》，针对餐厅、外卖等食品经营单

位，从制度建设、人员管理、场所卫生、原

料采购、加工操作、供餐用餐、食品配送

七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抗“疫”措施。

《操作指南》明确要求，各食品经营

单位要建立健全防控制度， 落实防控责

任，严格管理从业人员，杜绝带病上岗，

每日进行晨检，佩戴口罩上岗。

场所消毒
每天定期清洗，保证空气流通

每天对加工经营场所进行全面清

洗，保持加工经营场所清洁卫生，定期定

时对加工经营场所设施进行消毒。 保持

加工经营场所空气流通， 定期对空气过

滤装置进行清洁消毒。

每天对就餐场所、 菜单簿、 保洁设

施、人员通道扶手、电梯间和洗手间等

消费者频繁使用和接触的物体表面进

行消毒， 洗手间应配备洗手水龙头及

洗手液、消毒液等。

全面清理杂物和废旧物品， 不留

卫生死角， 保证加工经营场所食品和

物品分类分架、离地隔墙、标识清晰。

确保食品和物品存放整洁， 消除虫害

孳生和藏匿地，保证空气流通，便于对

场所和设施设备开展清洁和消毒。

原料采购
禁购野生动物，禁宰杀活畜禽

禁止采购经营蛇类、野鸟、蟾蜍等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非法使用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作为原料加工经营食品。

禁止在食品经营场所内饲养和宰杀

活畜禽等动物。

禁止采购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检

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或来源不明的畜禽

肉及其制品。

严格执行食品原料索证索票和进货查

验制度。 严格做好畜禽肉及其制品的合格

证明、交易凭证等票证查验和台账记录。 对

采购的猪肉要查验和留存“两证一报告”。

食品加工
确保烧熟煮透，停止“试吃”服务

防止交叉污染，确保食品烧熟煮透。

生熟食品容器分开使用、 生熟食品冰箱

存放分开、生熟食品加工过程分开、冷食

和生食专人制作；减少供应冷食、生食的

品种和数量。

确保餐用具严格清洗消毒后使用，

餐用具的清洗消毒参照 《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的附录《推荐的餐用具清

洗消毒方法》。餐饮具消毒后应存放在密

闭保洁柜内，供餐时即时提供餐饮具，不

预先将餐饮具摆放在餐桌。

食品、 半成品、 成品避免长时间裸

露。 食品贮存采用保鲜膜覆盖或密闭容

器等方法。

按需加工 ，现点 （餐 ）现做 ，现做再

吃，缩短成品存放时间。

销售散装直接入口食品应采用加盖

或非敞开式容器盛放， 设置隔离设施以

防止消费者直接接触散装直接入口食

品，设置禁止消费者触摸等标识。并安排

专人负责提供食品分拣、包装等服务，操

作时应佩戴口罩、手套。食品经营单位停

止提供食品“试吃”服务。

餐厅食堂
采用分散供餐，主动提供公筷

加强群体性聚餐管理，餐饮单位、农

村办酒场所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得承办群

体性聚餐宴席。

在就餐人员通道入口处宜设置免洗

消毒液；鼓励有条件的单位配备体温检测

仪，对就餐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发现消费

者有发热、感冒、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

应劝离现场并提醒其及时到医院就诊。

鼓励餐饮单位采用分餐、套餐、外带、

外卖等方式分散供餐用餐。特别是集体食

堂，可根据实际采取分时段用餐、分部门

用餐、在工作岗位用餐等分散式供餐用餐

模式，避免人员密集用餐带来的风险。

有条件餐饮单位可以在就餐场所采

用屏风隔离等物理方式避免用餐人员拥

挤聚集； 餐饮单位应主动提供公筷、公

匙、公勺。

进入就餐场所应佩戴口罩， 就餐时

除外。

外卖服务
每天检测体温，全过程戴口罩

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应严格执行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各项规定。 餐饮外卖食物采用密封盛放

或使用“食安封签”防止配送过程污染。

每天对外送食品的保温箱、 物流车箱及

物流周转用具进行清洁消毒。 食品配送

人员每天进行体温检测并做好记录，配

送过程全程佩戴口罩。

七类民政服务行业规范

为进一步加强上海民政
所属服务机构的疫情防控工
作，市民政局昨天发布《上海
民政系统服务行业疫情防控
工作规范》，就养老服务、儿童
福利、殡葬管理、流浪乞讨救
助、社区事务受理服务、婚姻
登记及彩票站点七类民政服
务行业，进一步严格强化疫情
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规范。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六大民生保障行业指南

根据对事关群众生活
“必需行业 ” 的复工安排 ，

本着 “安全为上 、 保障刚
需 ” 原则 ， 沪上家政 、 餐
饮 、 美容美发 、 副食品 、

商贸和物流六个行业协会
昨天结合各自行业的特点
和疫情防控的需要 ， 起草
并发布了 《疫情防控工作
指南》。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儿童福利机构 协调落实困境儿童生活照料人
《工作规范》指出，对本市社会散居

孤儿、困境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以及因

监护人被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和疑似对象被隔离观察而监护缺失

的儿童等社区特殊儿童，要全面实行每

日联系和“一人一档、一日一问、一日一

报”管理，并将其优先纳入社区疫情防控

体系。 相关部门尤其要关注重视疫情防

控期间出现的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而

陷入困境的儿童， 必须迅速帮助其协调

落实生活照料人， 或送至本辖区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中心，提供临时生活照料。

社会救助机构 加强自身防控实施封闭式管理
根据 《工作规范 》， 本市各级救

助机构和托养机构要全面加强入站甄

别， 做好站内疫情防控， 加强机构自

身防控， 在疫情期间均实施封闭式管

理 ， 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 救助机构

对受助人员户籍地属于疫情严重地

区或家属居住在疫情严重地区的 ，

暂停接领 。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引导居民网上掌上办事
《工作规范》明确，全市各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要向公众公布“全程网办”

清单，以及疫情防控期间“不需要急于到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清

单。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一网通

办”智能自助终端载体，引导居民网上

办事、掌上办事；对确需到受理大厅办

事的群众，可引导居民通过“上海发布”

“上海民政”“上海社区公共服务” 等微

信公众号进行查询、预约，并主动通过

电话告知预约的居民所办事项情况，尽

可能减少居民跑动次数。

婚姻登记场所 推行预约制，分批次分时段办理
《工作规范》 还要求， 在疫情防

控期间， 全市婚姻登记场所推行登记

预约制， 要科学均衡设置工作日预约

对数、 预约时段， 分批次、 分时段办

理 ， 并宣传引导群众错开疫情高发

期婚姻登记 。 同时 ， 暂停结婚登记

颁证和婚姻家庭辅导等非法定程序

的服务 。

殡葬服务机构 不举办公开告别祭祀祭奠等活动
疫情防控期间， 殡葬服务机构不

举办守灵、 公开告别、 公开祭祀祭奠

等人员聚集活动。 服务对象中有确诊

或者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遗体， 严格按照 《关于印发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遗体处置工作

指引 （试行）》 的通知和 《上海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患者遗体处理规

范》 规定， 由市民政局指定的殡仪馆

统一处置。

福利彩票销售场所 彩民须戴口罩，不聚集扎堆
各福利彩票销售场所应根据所在

街镇防疫要求进行防疫操作， 彩民进

入销售场所须佩戴口罩， 尽可能减少

逗留时间， 不聚集、 不扎堆。

家政服务行业 返沪家政人员须居家隔离14天
《工作指南》 明确： 对于家政服

务机构， 返沪家政人员隔离未到期就

安排上岗的企业将承担责任， 对于疫

区返沪人员要加强督促登记及具体情

况排查。

对于节后市场新增的“刚需”，应当

精心安排知根知底的老员工上岗。对于

家政服务人员，要求返沪后必须居家隔

离14天，重点疫区服务人员尽量推迟返

沪， 返沪人员必须到所在村居委登记，

若在服务中遇到用户有可疑症状应及

时暂停服务并告知相关机构。

餐饮烹饪行业 顾客测体温，落实晨检午检制度
《防控指南》 明确： 对来店客人

逐一测温并做好记录， 对就餐客人提

供一次性酒精消毒纸巾 ， 放置公筷 。

保持经营场所空气流通， 定期对空调

过滤器清洁消毒。 做好卫生间清洁和

消毒。 店内建立测温目录， 持续测量

每个员工体温状况 ， 每天落实晨检 、

午检制度， 及时报告。 岗位员工需戴

口罩上岗。

食材采购做好索证索票， 确保食

品安全。 暂时停业的企业处理库存食

材时需封闭包装， 注明日期， 防止食

物过期。 确保餐具、 用具、 饮品等器

皿日常消毒， 每日对经营场所、 电梯、

传菜梯空间进行消毒。 有外卖业务的

企业， 为外卖小哥设立指定通道， 外

卖送餐的保温箱、 物流车及周转用具

每天清洁消毒。

美容美发行业 工具要常消毒，尽量“一客一用”

《工作指南》 明确： 单位门前测

体温， 做好记录防未然； 保持室内空

气流通， 服务人员佩戴口罩， 服务前

后勤洗手， 在岗前后必消毒。

同时， 美容美发工具要经常消毒，

尽量 “一客一用”， 避免交叉感染， 丢

弃相关废品时也要注意垃圾分类。

副食品行业 平价供应要做好，结算多用电子化
《工作指南》明确：人员必须带好口

罩进入市场， 车辆进场前也必须消毒，

柜台清洁多消毒，保持室内通风好。 积

极采购多备货，稳定售价很重要。 平价

供应要做好，结算多用电子化。 食品安

全严把关，杜绝销售违禁品。

物流行业 返沪物流人员必须居家隔离15天
《指导规范》明确：返沪的物流人员

必须居家隔离15天。上班途中全程戴口

罩，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品。 下班

后，要使用消毒湿巾或75%酒精擦拭手

机及钥匙。进入工作区域自觉接受体温

检测，工作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就餐采

用分餐进食， 适当做工间运动强身健

体。对于需要公务出行和接待公务来访

的物流人员，除戴口罩外，必须将车体

内部及门把手做全面消毒清洁。

制图： 冯晓瑜

商场入口处设告知牌，顾客进入商场需测量体温。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位于虹桥天都内的永辉超市蔬果供应充足。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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