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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上海疾控精神”，发现忧患于毫末
唐闻佳

自从上海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病例以来，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灯火

通明、 不分昼夜， 已 20 多日矣。 而今， 进

出市疾控中心大楼的各路奔波者， 抬头都

能望见一行大字———“曲突徙薪 、 博学明

道、 方寸纳海、 健康为上”。

2012 年， 上海市疾控中心提炼十六字

“上海疾控精神”， 以 “曲突徙薪” 这四个

字打头， 深意何在？

“曲突徙薪” 是一则典故， 语出 《汉

书·霍光传》， 说的是一个人到别人家去做

客， 建议主人把烟囱改建成弯曲的， 把灶

旁的柴移开。 主人默然不应， 果然， 之后

就因风倒灌而致家中失火。 邻居们一起来

救火， 幸好把火扑灭了。 事后， 主人杀牛

置酒， 大摆酒席将救火者奉为座上宾， 却

忘了最初那个建议曲突徙薪的人。

由此再看以 “曲突徙薪” 打头的 “上

海疾控精神”， 何尝不是眼下这座城市正全

力投入战 “疫” 的生动缩影。 尤其是 “曲

突徙薪”， 说的就是要发现忧患于毫末， 以

超越常人、 未雨绸缪的洞察力， 以防患于

未然的意识， 服务于人民健康的信念。

十多天与这一全球新型病毒的 “鏖战”

里，上海全城动员，全民戒备。 时至今日，我

们更需要回味这股精神———疾病防治，曲突

徙薪 ，在决策时 ，我们要多想一步 、跨前一

步；在行动时，需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总结上海经受住的 SARS、 人感染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 甲型 H1N1 流感、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等一次次重大传染病

疫情考验， 科学防控疫情， 争取一道道策

略始终跑在疫情发展的前头， 方能同时间

赛跑、 与病魔较量，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抢占先机、 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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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昨

天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召开专题

会， 研究新冠肺炎科研攻关和大数据助

力精准防控等工作。 应勇指出， 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更

扎实的举措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市委要求， 更好推进依法防治、 科

学防治、 精准防治。 要发挥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的城市功能优势和生物医药产业

的综合优势， 组织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

事业单位集中优势力量， 围绕疫情防控

中的难点开展科研攻关； 要充分运用大

数据等信息化手段， 精准有效分析， 为

应对人员返程和企业复工双重考验提供

科学的决策依据， 为战胜疫情作出更大

的贡献。

市领导陈寅、吴清、龚道安、宗明出

席。会上，市卫生健康委、市科委、市大数

据中心等部门分别汇报相关情况， 耿美

玉、瞿介明、袁正宏、徐建光、张曦、陈凯

先、彭靖等专家分别发言。

应勇指出， 上海作为全国的科技高

地， 正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 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

加快科研攻关， 是科学防控疫情、 提高

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的重要一环。 上海

要把科研攻关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进一

步发挥科技的力量和支撑作用， 同时间

赛跑、 与病魔较量，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抢占先机、 争取主动。

应勇指出， 要处理好科研攻关与临

床救治的关系 ， 让科研攻关首先为临

床救治服务 、 为科学防控服务 ， 切实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 ， 把疫情防控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作为科研攻关的当务之急 。 当前

要更加聚焦于攻关和研究速查准确的

检测产品、 科学有效的临床诊疗方案，

坚持中西医并重 ， 集中力量尽快拿出

有效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疫情防控 。 要

建立完善协调机制 ， 在市级层面成立

新冠肺炎科研攻关协调机制 ， 集中高

校 、 科研单位 、 企事业单位等全社会

各方力量 ， 进一步调动积极性 ， 广邀

天下英才， 善于运用市场化运作机制，

加大研发力度 ， 形成协同创新攻关的

格局， 更好推动数据共享和密切协作，

争取早日取得突破性成果。

应勇指出， 做好疫情防控， 既要发

挥上海基层网格化管理的优势， 又要发

挥上海信息化建设的优势， 加强多源数据的分析和应用， 将其

作为精准防控疫情的重要抓手。 要在实践中健全和完善政务服

务 “一网通办”， 努力让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在实战中管用、

基层干部爱用、 群众感到受用。 要继续遵循 “敬畏城市、 善待

城市” 理念， 更加有力推进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 完善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不断推动城市管理

水平迈上新台阶。

冲在一线，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
出席疫情防控工作区委书记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各区要扛起责任、打好硬仗，守土有责、守土有方

李强：各级干部要多到基层和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现漏洞及时补上

本报讯 为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昨天下午市委召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区委书记电视电话会议。市委书

记李强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勇挑重担、冲在一线，强化责

任、抓好统筹，坚持依法科学有序防控，织密

织牢基层防控网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会上首先通报了市领导对口联系 16 个

区和市委办公厅连日来在各道口 、 社区 、

企业明查暗访了解情况、 发现问题的相关

情况。

李强指出，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面对人员返程、企业复工的双重考验，防

控工作必须坚持清醒理性、依法科学，找差

距、补短板、强弱项，更好对人民负责、对城

市负责。 要以严防严控、有力有序的实际行

动，体现上海城市的治理能力、治理水平，全

力确保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济中心城市

安全有序运行。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各级

干部下去了，基层就会感到踏实，工作就会

更加有力。”李强指出，各级干部要多到基层

和现场走一走 、看一看 ，发现问题 、及时解

决，发现漏洞、及时补上。要做实做细分片包

干，因地制宜、因情施策、精准施策，使每个

社区都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李强指出，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要统筹做好“六稳”工作。 各区要

把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摆上重要位置，坚持以

防控措施落实为前提， 有条件有节奏推进。

加快细化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增强企业信心

和预期。要切实抓好物资供应、市场供应，维

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关心好群众生活。

李强指出， 疫情防控是一场严峻斗争，

各区要扛起责任、打好硬仗，守土有责、守土

有方。 要层层压实责任，每一级都不能掉链

子。通过督促指导、明查暗访，推动各级干部

深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要广泛发动企业、

群众和方方面面的力量， 凝聚形成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市领导翁祖亮、诸葛宇杰和全市各区区

委书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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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3天共292人解除医学观察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 通讯员印沁沁）好消息再次从嘉定

区传来———继 2 月 9 日嘉定区首批集中医学观察期满人员解除

观察，35 名人员无一感染后， 前天嘉定区又有两个集中医学观

察点，共计 247 名人员解除集中观察，并无一感染。而就在昨天，

该区又有 10 人走出集中医学观察点，连续 3 天，共 292 人解除

医学观察，均无一例感染。

前天晚上 8 点，随着最后一次体温测量全部正常，位于嘉定

新城（马陆镇）的一集中医学观察点，167 名人员解除集中医学

观察，陆续离开。 当日上午 9 点，嘉定另一集中医学观察点也有

80 名人员解除集中观察。

正月初一， 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到进驻集中医学观

察点的命令后，立即招募医务志愿人员入驻集中观察点，负责隔

离人员的生活起居、医学观察、医疗诊治工作。 1 月 26 日，团队

集结完毕。 进驻集中观察点后， 医护人员不仅承担医学观察工

作，还要承担客房服务、清洁、维修、垃圾清运等工作。 24 小时驻

守，每个班次长达 6 至 8 小时，长时间佩戴 N95 口罩，鼻梁上出

现了破溃红肿……尽管困难挑战不少， 但医护人员并没有畏难

情绪。 “问题出现了，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解决它。 ”驻点医生领

队陆萍介绍，比如，大家从治疗压疮的敷料里找到灵感，用赛肤

润和水胶体做敷料，鼻梁上的压疮就会慢慢好转。

这几天来，接连传来的好消息感染着大家。“嘉定加油！中国

加油！”“隔离不隔心，感谢白衣天使！”……热情高涨的呼声和赞

声令人振奋。

全力保护“一老一小”免受侵袭
老年人和儿童两大群体集中的场所是疫情防控工作重中之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老年群体和

儿童群体抵抗力相对较弱， 老年人和儿

童集中场所的疫情防控工作如何推进 ？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系列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

长蒋蕊表示， 本市已果断采取一系列措

施， 扎实做好社会为老服务和困境儿童

保护工作，保护“一老一小 ”两个群体免

受侵袭。

坚持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的护理员，春节期间未离沪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

型城市，疫情防控任务严峻。 目前，全市

804 家正在执业的养老机构（含长者照护

之家）每天都按照要求，及时上报返院老

人数、返院员工数等疫情防控信息。 社区

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护中心、老

年活动室等都已停止聚集性活动。

蒋蕊介绍， 本市现阶段的刚需服务

对象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等老人的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和助餐服务。 对身体需

要照护的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人，目前

全市有 3200 多名居家养老护理员正坚

持这项工作，服务困难老年人超过 11000

位， 服务量相当于平时的 15%； 针对独

居、行动不便、生活困难等老年人的助餐

刚需，目前全市日送餐量达 10000 客，服

务量相当于平时的 10%， 送餐量最大的

街道每天超过 400 客。

“现在仍坚持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

护理员，主要是春节期间并未离沪、一直

在上海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人员， 市民

无需担心。 ”蒋蕊说。

对特殊儿童实行一人一
档、一日一问、一日一报

因监护人被确定为新冠肺炎患者或

疑似对象被隔离， 一些监护缺失儿童可

能会暂时处于困境之中，这该怎么办？ 在

昨天的发布会上，蒋蕊回应称，本市的居

民社区中并无此类现象， 但外地来沪的

儿童中已有此类现象。

据了解，有家庭来沪旅游，成年游客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并被隔离治疗。

在“隔离健康观察”期间 ，他们的孩子已

得到本市文旅部门和卫健部门的较好照

料，民政部门、街镇儿童督导员和居村儿

童主任也已提早做好预案， 做好此类儿

童的照料和关爱。

此外，上海十分重视特殊困难儿童。

蒋蕊介绍， 儿童福利机构内入住的儿童

中，绝大多数是重病重残。 为保护他们的

安全，民政局全面实行了封闭管理，停止

一切来访接待活动和服务对象外出活

动。 同时， 各机构均制定了防控应急预

案，严格疫情期间儿童护理的规范，落实

监测和报告制度。

“越是疫情防控关键期，越要关爱好

社区特殊困难儿童。 ”蒋蕊表示，民政部

门对特殊儿童实行一人一档、一日一问、

一日一报管理，避免出现盲区，同时要求

社区居村在每日走访询问中， 若发现有

儿童发烧或身体不适， 必须第一时间上

报社区卫生中心， 由后者按既定程序及

时处置。

疫情防控期间， 对新申请社会散居

儿童、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困境儿童

基本生活费的，要求各区优化简化程序，

尽量做到当月审批当月发放， 最大程度

保障服务对象的基本生活。

现有医疗力量可满足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
外地来沪人员在本市被确诊的，全部纳入统计范围进行发布

本市有医疗机构3853家，医师7.77万人，护士9.71万人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付鑫鑫）“目

前 ，上海有医疗机构 3853 家 ，医师 7.77

万人，护士 9.71 万人，总体来说可以满足

上海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的需求。 ”在昨

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新闻发言人郑锦回应表示， 上海在支援

武汉防控的同时， 上海医务工作者不仅

全力做好本市新冠肺炎病人的医疗救

治，同时确保上海市民的医疗服务。

面对疫情， 全国各省市均抽调医务

人员支援湖北。 市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

至2月10日，北京、广东、浙江等29个省市

共17000多名医疗人员前往湖北支援，目

前上海有937名医务人员在武汉参与防

控工作，其中，医师198名，护士644名。

郑锦同时表示，按照国家的要求，上

海对在本市范围内发现的所有新冠病毒

肺炎病例进行统计和定期发布，“统计口

径并没有变化， 外地来沪人员在本市被

确诊的 ， 全部纳入本市统计范围进行

发布”。

33项细则3天落地保障“沪28条”显成效
多部门合力解决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确保上海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付鑫鑫）上海市

政府于 2 月 8 日制定发布 《关于全力防控

疫情， 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沪 28 条”），仅仅过

了 3 天，各相关部门已出台了 20 项政策配

套细则，加上前期出台的 13 项政策，总计

33 项。 记者从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沪 28 条” 的实施细则已基本出齐，并

明确了实施主体、适用对象和政策口径。

这些细则十分“接地气”，就企业重点

关心的“减”与“免”方面，上海市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阮青昨天在会上做了进一步解

读。比如，市税务局编制的税务操作问答36

条，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定期定额个体工

商户、延期申报纳税等方面，以政策问答形

式向社会解读具体操作办法； 市国资委发

布细则， 对承租市属和区属国有企业经营

性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企业免除

2020年2月、3月两个月租金， 对免除2个月

租金后仍有较大困难的中小企业根据实际

情况进一步减免缓收租金； 上海银保监局

明确，2020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

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再降低0.5个百分点；市

医保局要求，从2020年2月至12月，本市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10.5%下

降到10%， 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比例由原来的11.5%下降到11%。此

外，市经信委发出通知，要求落实复工复产

保障， 帮助解决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面临

的困难； 市发改委、 市经信委联合发布通

知，以“先立项、后补助”的方式快速支持诊

断试剂、疫苗等研发。“目前全市 16 个区结

合自身实际， 全部出台了区级层面的政策

措施，取得政策叠加效果。 ”阮青介绍。

让企业充分知晓和受益，目前，中国上

海门户网站、“一网通办”总门户、市“企业

服务云” 和市发改委官网均建立了 “沪28

条”政策的栏目，配套政策细则已经在四个

平台同步汇总发布，还通过“一网通办”总

门户和“随申办”移动端向200万余企业用

户和1025万个人用户及时推送政策信息。

阮青说， 市发改委将及时动态评估政策效

果， 密切跟踪和全面落实国家新出台的政

策措施，确保上海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曲突徙薪 博学明道 方寸纳海 健康为上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接全市新冠病例检

测任务， 24 小时不间断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