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住上海门户！空路铁路道路，路路严守“三道关”
■本报记者 张晓鸣 王翔 何易

返程大客流到来，防控人员坚守岗位守护城市平安，记者现场直击入沪关口———

今天是春节之后上海各行各业复工的第一天。

这几天， 外地务工人员陆续返沪。

从返沪人数绝对量和同比来看 ， 到达旅客均
处低位———上海三大铁路客运站昨天到达旅客

12 万人次 ； 浦东和虹桥机场进港客流分别为
4.8 万和 2.7 万人次 ， 共计 7.5 万人次 。 2 月
6 日至 9 日 ， 九处高速入沪道口检查站检查车辆
24.5 万余辆次 ， 检査人员 46.7 万余人次 。 而

往年春运返程， 仅仅铁路上海虹桥站到达旅客单
日就高达 30 万人次。

不过 ， 从环比看 ， 到达旅客数字每天都在增
长 。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必须始终绷紧

安全这根弦。 上海各个门户就是 “第一道防线 ”，

戴口罩 、 测体温 、 填写健康信息登记表……记者
昨天在进入市境的各个关口看到 ， 无论空路 、 铁
路还是高速公路， 都设置了 “三道关”。

每一个道口都是一个关口 每一位市民都是一道防线
顾一琼

今天， 是上海各行各业春节后复

工复产的开始。 回潮的数百万进城者

与艰辛作战多日的千万守城者， 从今

天起就如同大会师 ， 融在同一片阵

营、 身处同一条战壕。

在刚刚过去的两周日子里， 在这

场阻击战中， 坚守上海的市民已经做

得很好， 不论是白衣战士还是社区卫

士， 不论是守卫道口的警察还是保障

供应的企业， 不论是公务员还是志愿

者， 不论是送快递的小哥还是田地里

的农民 ， 特别值得一提的 ， 就是

“闷 ” 在家里的每一个上海人 ， 都为

这座城市疫情下的稳定运行作出了卓

越贡献。

但随着大量返程人员的涌入， 原

本已经超负荷运转的一线基层， 要确

保全覆盖、 无遗漏的难度更大。 此时

此刻， 在防输入、 防扩散的双重压力

下； 在人员返程、 企业复工的双重考

验下， 上海表现如何？ 需要每一位市

民用实际行动来给出答案。

有教养， 懂规矩、 守纪律， 这是

上海人一贯的素养， 是我们值得自豪

的本色。 这种素养、 这种本色， 也是

我们迎战疫情的底气。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诚信、 自律、 讲公德， 严格遵循

战时特殊规则与纪律， 不拖后腿、 不

添乱 ， 相互支援相互助攻 ， 并肩作

战， 与疫情死磕到底， 直至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 身处这座城市

中的每个人都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 都是防疫 “特种兵” “尖刀连”，

你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决定着这场战

“疫” 的结果， 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没有人能够心存侥幸。

昨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

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最新通

告 ， 鼓励各企事业单位员工错峰返

程、 错峰上下班、 分时到岗、 轮流到

岗 、 拼车上下班等等 。 其背后的要

义： 根据实际， 灵活安排。

事实上 ， 这些天 ， 针对复工潮 ，

除了一直奋战着的基层社区， 沪上各

商务楼宇也纷纷做足预案。 比如， 有

的商务楼规定每部电梯一次乘 6 人 ，

实行 AB 制轮班； 有的商务楼食堂提

供餐食打包， 让员工错峰领取； 有的

商务楼对外卖商户念起 “紧箍咒 ” ，

要求后者随餐附上 “安心卡 ”， 实现

可追溯； 还有的商务楼鼓励企业尽量

延迟复工， 充分运用电话会议、 远程

办公等手段实现继续 “闷” ……

在这场艰巨的战斗中， 我们手中

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科学防治、 精

准施策。 根据疫情变化不断完善防控

工作流程， 系统做好各环节工作， 做

到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坚持以科学方法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

有效性， 坚决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防控从严、 措施精准、 责任压实。

守住上海， 我们都是一分子。

守住上海， 我们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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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关
每一个旅客可能的接触点全覆盖

铁路上海虹桥站库内检修所

昨天中午 11 点， 高铁防疫消毒工

李朋朋和工友们刚完成一趟车体的消

毒任务，准备转线去下一趟车体。 “我和

董国生负责 1号车厢， 周三英和陈玉梅

负责 2号车厢，按照进车厢的顺序，从上

到下同步往前推进，不漏掉一个环节。 ”

李朋朋快人快语，抓紧时间布置工作。

分工后，四人就开始各自作业。 从

两边门口的扶手、板壁、电水炉等旅客

可能接触到的地方，到洗脸间、厕所、垃

圾箱板壁，再到车厢内部，一个细节都

不能漏掉。

“行李架、小桌板、座椅扶手和窗台

都是旅客接触最频繁的部位，也是车厢

里消毒的重点部位。”李朋朋边干边说。

据悉，上海各大铁路客运站每天一

次预防性消毒，对所有终到进库的列车

趟趟消毒。 同时，对站内中央空调通风

系统、车辆、动车空调通风设备进行全

面清洗消毒和检查维护。

机场航站楼洗手间、电梯、廊桥等

“每小时必须消毒一次，一次需要

十多分钟。 ”上海两座机场的航站楼洗

手间，最近成了机场保洁人员去得最多

的地方。 人来人往的密闭空间，加上刺

鼻的消毒水味道，消毒工作绝不轻松。

“空调、电梯、洗手间、柜台、自助终

端、手推车、安检通道、廊桥通道、门店、

座椅等都要消毒，不能有丝毫马虎。”记

者从上海机场集团获悉，为守护旅客健

康，加强一线员工防护，浦东和虹桥两

个机场实施航站楼、交通中心、出租车

站点、停车库等公共空间高频次全覆盖

预防性消毒和通风。

对旅客使用较频繁的航站楼洗手

间、母婴室、电梯、自动扶梯等设施以及

其他人员密集区域，做到每小时消毒一

次；对人工/自助值机柜台、现场问讯柜

台、旅客座位等设施，每天至少 3 次消

毒保洁，根据客流量动态提高至每隔 2

小时消毒一次。旅客必经的登机廊桥实

行实时消毒，做到保障一架次航班立即

消毒一次。每天航后，还对 4 座航站楼、

1 座卫星厅和 2 处交通中心大空间进

行全覆盖消毒。

G50 沪渝高速省界卡口检查站

昨天早上 8 点，站长杨海杰早早来

到站上，准备消毒水、测温枪、手套、口

罩、防护镜等一切防护物品，然后走到

外面，告知大家当天的工作重点，并勉

励大家加油。

检查站工作人员小王拿起测温枪，

逐个给大家测量体温， 并一一消毒，检

查防护措施是否到位。小王说：“这是我

们每天交接班都要做的。测体温、消毒、

检测装备，一样都不能少———只有自己

做到位了、安全了，才能更好地去工作，

守护背后的这座城市。 ”

测温关
不放过一例体温异常的疑似人员

铁路上海虹桥站出站口3?北）内

健康告知书、发热旅客情况登记表、

水银体温计、免洗洗手液和纸巾，处置台

上各种物资一应俱全。 于思宵等工作人

员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坚守

在岗。

从站台下扶梯到出站口前， 旅客要

排队通过第一道测温———红外线非接触

式测温，通过摄像头感应身体的温度。没

有问题后，再跟着工作人员的引导，在出

闸机前再通过第二道测温———医用红外

线热像仪。

旅客经过机器前，于思宵会提醒摘

下帽子 ， 随后旅客全身的体温将呈

现在电脑屏幕上 。 根据人体各部位温

度的高低不同 ，身上的 “颜色 ”也深浅

不一。

“一旦仪器报警， 就要马上拦下旅

客，带到处置台，用水银体温计测量腋下

温度，如果确实超过 37.3℃，再登记身份

等信息。体温确有异常，要及时引导至医

院就诊。 ”于思宵说。

截至 2 月 7 日， 虹桥枢纽机测体温

122 万人次， 发现体温异常 101 人，120

转运 60 人。

G50 沪渝高速省界卡口检查站

昨天 23 点，临近半夜，车流量不大，

但现场工作者还是丝毫不放松。 民警拦

下车辆， 旁边的志愿者拿着体温计上前

对车上每一名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民警

也来到车辆后面检查后备厢情况， 一切

正常后才给予放行。

为了保证测温枪正常使用， 很多志

愿者都紧紧捏着测温枪放在腋窝下保

暖， 甚至将本来贴在身上保暖的暖宝宝

也拿来裹着测温枪， 以防止低温下测温

枪冻坏了不能正常使用。 民警、 医护人

员、志愿者 24 小时驻守道口，不放过一

辆来沪车辆， 不放过一例体温异常的疑

似人员。

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测温点

又一架航班进港 ， 在虹桥机场 T2

测温点值守的工作人员又开始对仪器消

毒，这一次他们要为 150 多名乘客测温。

“测温工作不复杂，但需要耐心。 ”据

悉，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设置出港旅客测

温点 46 个、进港旅客测温点 18 个，基本

配置了红外非接触式测温仪和手动复检

测温，可保障大客流测温，防客流积压。

浦东机场与浦东新区， 虹桥机场与

长宁区、闵行区建立了应急联动机制，三

区委派疾控专家到两大机场指导， 并委

派专业医护人员到航站楼医疗观察点工

作， 对于体温异常且符合相关排查规定

的旅客， 通知 120 就近送往属地指定医

疗机构就诊； 对于排查出的重点地区的

无发热症状并符合隔离要求的旅客，及

时安排送至属地集中隔离点进行医学

观察。

G50 沪渝高速省界卡口检查站

昨天 14 点，G50 沪渝高速省界卡口

检查点外面车辆排起了长龙 ， 检查点

口上有一张一张的小桌子 ， 一个个穿

着白大褂和一次性雨衣的志愿者正在

忙碌，有几名司机下车到小桌子旁填写

信息登记表———他们都是手机无法正常

填写或者没带手机的， 只能下车填写纸

质表格。

在车流当中，有几个身影在穿梭，民

警、医护人员、志愿者手持二维码小卡片

或电喇叭，提醒过往车主提前摇下车窗，

提前扫码填写， 以便车辆前进到检查卡

口时已经完成信息申报， 加快道口通行

效率，减少排队时间。

核查关
确保“来沪人员健康登记”无遗漏

铁路上海虹桥站出站口3?北）外

确保每一名返沪人员的身份核查验

证不遗漏———这是志愿者宋承磊和同伴

们的任务。

出站口外 ， 健康信息核验及现场

填报区的布置也较之前再度升级 ， 旅

客出站动线更加合理 。 健康信息核验

及填报区现在竖起了多块 KT 板： 有的

印着巨大的二维码 ， 供旅客扫码填报

信息 ； 有的提醒旅客点开短信向工作

人员出示 ； 还有的提醒没有智能手机

的旅客到现场的填报区填写纸质表格。

为提高旅客通行效率 ， 出站口将蛇形

通道改为三至四条并行通道， 800 人左

右的客流量在 7 到 8 分钟左右可疏散

完成。

根据上海市政府要求， 所有进沪人

员须进行健康信息登记。 旅客可提前通

过下载上海 “健康云 App”、 扫描列车

座位上的二维码或关注 “铁路上海站微

信公众号” “上海铁路局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 完成 “来沪人员健康登记” 中

的个人信息填报。 如果旅客填写的是纸

质表格， 那么铁路方面会要求出示并核

对身份证。

机场服务台与海关

虽然大多数搭乘国内航班抵沪的旅

客都已经通过手机在线完成了来沪人员

健康登记， 但还是有部分旅客前往服务

台寻求帮助， 或填写纸质表格。

上海两大机场已经与市卫生健康部

门、 航空公司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 与

航空企业合作做好航空旅客健康填报数

据与地方防疫部门数据平台的对接， 实

现了 “航空公司+机场+城市 ” 疫情防

控 “云服务”。

所有出入境人员则在海关完成测

温 ， 并填写 《出入境人员健康申明

卡 》 。 入境航班来沪的旅客 ， 为提高

过检效率 ， 可以在飞机上向机组人员

提前索取并填写 《出入境人员健康申

明卡 》 ， 抵达后根据海关工作人员的

指引提交 ， 并配合做好体温检测等卫

生检疫工作。

晚间至次日凌晨， 虹桥火车站防疫应急处置队对站内各区域进行全方位日常

预防性消毒。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在虹桥机场， 由闵行区机关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抗疫防疫先锋队指导旅客填写

健康登记表。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今天凌晨， 在 G15 沈海高速朱桥检查站， 工作人员对进站的每辆车上所有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伊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