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虽好，出门尚早”
晓彦

昨天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

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表示，

从当天开始，前一天确诊病例涉及的区域和

场所改为上午发布， 以便市民更早地知晓，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尽量不去人员密集的场

所，增强自我防护。

截至2月16日19时，新浪微博话题“上海

无新增确诊病例”阅读量超过523万。从上海

确诊第一例病例至今， 全民抗疫已有20余

天。可以想象，一些人绷了太久的神经不由

自主地松懈下来。路上的车多起来了，出门

“透透气”的人也多起来了。网络上不少人开

始“碎碎念”：好想吃火锅、好想去烧烤、好想

去踢球、好想去逛街……千万屏牢！

疫情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现在还不是出

门撒欢的时候。 正如网友所说，“阳光虽好，

出门尚早”。就在近期的一次例行发布会上，

上海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吴凡

连说三个“千万”———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千

万不能心存侥幸，千万不能放松措施。因此，

宅到深处继续宅！尽量不外出、少外出、不聚

集。许多事项可“一网通办”“随申办”，许多

工作可在家做。如果必须要出门，请戴好口

罩，并根据不同的场合做好相应防护。比如，

勤洗手 ，乘车分散坐 ，避免面对面用餐 ，避

免与多名陌生人同乘电梯……回家后及时

消毒。

记牢张文宏医生的金句： 把病毒 “闷

死”！你在家不是隔离，是战斗！以时间换取

战胜疫情的空间，万众一心，其利断金。

左图：华山医院各党支部骨干组建“党员突击队”，为防控期间不便来院就诊的患者提供在线解答。右图：“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

诊服务号”的公众号里，可以找到“新冠病毒咨询”在线平台。 均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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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 温度:最低0? 最高8? 西北风4-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
阵风6-7级 明天晴到多云 温度:最低0? 最高9? 偏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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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报道过很多居

民区的精细化管理。 但此时

此刻， 大家对 “精细化” 的

关注和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宅” 家生活几近 “满

月”， 平日里居委会在哪里

都搞不清楚的， 至少也知道

那里是预约口罩的地方； 对

门邻居都认不清的， 可能已

经成了小区里的志愿者； 从

来都只是 “潜水 ” 业主群

的， 这一次很可能成了群里

的信息员 、 观察员 、 建议

员———大家与居民小区的关

系前所未有地密切起来， 对

小区事务前所未有地关心 ，

因为居民小区管理的精细化

程度前所未有地直接影响到

大家的身体健康、 生活便利

和安全感。

一批 “别人家的小区 ”

因此在每日多如牛毛的信息

中依然抓人眼球。 比如同样

是实行 “无接触快递” 的小

区， “别人家的小区” 或者

由楼管二次分拣、 二次投递

到家门口， 或者在小区门口

摆上分类货架、 指引小哥按

楼号放置快递； 而在 “自己

家的小区”， 不得不戴着口

罩挤在门口甚至小区对面空

地上翻找快递。 再比如小区

里邻居要居家隔离 14 天 ，

“别人家的小区 ” 物联网 、

出门证齐上， 买菜蔬、 扔垃

圾全管 ， 管得住隔离户的

人、 暖得了隔离户的心； 而

“自己家的小区”， 邻居到底

能不能做到居家 14 天不出

门， 实在是一件心里没底的

事……

关键时刻， 小区物业的

责任心和专业化能力， 就在

一个个快递盒、 一张张出入

证里； 社区干部的担当心和

凝聚力， 就看他们的名字是

不是出现在业主群里， 电话

是不是在居民的通讯录里 ；

而社区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就

在居民的眼睛里———再美的

幻灯片、 再厚的表格、 再华

丽的小结， 在深入小区、 直

抵人心的实干面前， 都毫无吸引力。

那么， 要成为 “别人家的小区” 很难么？

记者知道这样一个小区， 租户占了一半以上， 业

委会 “崩盘” 3 次， 还炒掉过物业公司， 在街道里也

是个数得上的 “问题盘”。 疫情防控一开始， 快递盒

就堆在大堂里； 节后返沪客流至 ， 到底有多少返沪

车， 没人搞得清； 就在几天前， 还有业主在群里爆料

“有开鄂牌车、 带着行李箱的人要硬闯小区” ……但

偏偏， 大家对小区管理的满意度比以往都提高了。 原

来， 业主向物业提出 “集中翻找快递太危险” 后， 楼

管开始 “二次分拣、 二次派送”； 业主拿着 “别人家

的小区” 经验提建议后 ， 小区开始学习凭出入证进

出； 业主群里引起高度关注的 “鄂牌车硬闯小区” 事

件， 也很快得到了物业的反馈———“开鄂牌车但未离

沪的居民拒绝为访客登记信息”， 居委会、 派出所和

物业次日即上门对当事人进行了教育。

这样一个小区， 自然还不能和我们报道过的那些

有丰富经验、 深厚积累的 “别人家的小区 ” 相提并

论。 但是， 它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这是优秀的

居民区、 优秀的 “小巷总理” 都必然具备的一点———

和居民有通畅的沟通， 把居民反映强烈的身边事当成

大事， 并且尊重居民的集体智慧。

事实上， 听得到意见、 听得进建议， 能够把群众

遇到的痛点难点解决好， 就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 “达

标线”。 从这一点出发， 上海各区融媒体中心这两天

陆续开通面向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问题建议征集渠

道， 并将问题迅速转报相关部门处理、 将解决情况向

群众反馈的做法， 值得期待。

沧海横流显本色 战“疫”一线党旗红
全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面前，一声令下，无数基层党组织迅速进入“战时”

状态，无数共产党员紧急奔赴防控战场，在一线冲锋陷阵、

攻坚克难，筑起一道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基层党组织这个坚强堡垒， 共产党员这个特殊群像，

曾经一次次在关键时刻经受考验、展现担当，曾经一次次团
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力挽狂澜、披荆斩棘。今天，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斗争中，一个个战斗堡垒巍然屹立，一名名共产党
员挺身而出，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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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温度》告诉你渗透在上海城市里的乐观坚持担当
上海广播电视台用微纪录片镜头，记录下这个初春城市的点点讯息

“妈妈本来是胖的 ， 现在瘦了一

点。” 驰援武汉的上海医生家里， 孩子

的话让人心里一动 ； “这是我们哈尼

族过节时会唱的一首歌 。” 万米高空 ，

从贫困村走出的空姐让客舱添了几分

新春氛围 ； “这里加两个干辣椒 ， 他

们好有点味道 ， 但小朋友的菜还是清

淡些。” 上海闵行吴泾镇， 餐厅负责人

已摸清了居家隔离邻居们的口味 ；

“有了口罩， 我可以出去买点喜欢吃的

东西了。” 外滩街道北京居委会， 阿婆

等到了社区购买口罩的通知。

纪录片 《城市的温度 》 里 ， 真实

的人 、 朴素的话 ， 看起来都是微不足

道的细节 ， 评论里却有网友说 “我被

治愈了”。 不止记录的人和事都是藏在

城市毛细血管里的小事 ， 纪录片本身

也是小体量 ， 每集仅五分钟 ， 名副其

实微纪录片。

可就是这么一部在疫情防控大背

景下聚焦微处的微纪录片， 悄然刷屏。

《城市的温度》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

片中心与市文明办联合出品， 自2月11

日至今已播出五集 ， 不仅在电视荧屏

上引发关注 ， 还在微博 、 微信 、 抖

音 、 快手 、 微视等平台收获了3700多

万点击量 。 高关注度的背后 ， 人们看

见了一支荧屏轻骑兵 ， 正用镜头告诉

你渗透在这座城市里的乐观 、 坚持和

担当 ， 用镜头守候城市里春天的点点

讯息。

平凡人间的群像 ， 是了
解一座城市最真实的触角

《城市的温度 》 第一集 《特殊的

航班 》 讲的是发生在除夕的事 。 上海

飞往昆明的班机上 ， 有的旅客是取消

休假回医院复岗的云南医护人员 ， 绝

大多数是急于返乡和亲人守岁的春运

一员 。 不同寻常的是 ， 全航班的人都

戴起了口罩 ； 同样特殊的还有 ， 在飞

行途中 ， 哈尼族的两名空乘用家乡的

歌谣为乘客带去疫情防控压力下的些

许宽慰。

特殊的疫情防控时期 ， 这两处

“特殊” 真的足够特殊吗？ 要知道， 同

样在除夕那天 ， 上海有支医疗队驰援

武汉 。 若按习见的思路 ， 那架满载英

雄的班机 ， 必然会有更多轰轰烈烈的

故事 ， 但微纪录片的主场景却不是飞

往疫情重点地区的班机 。 “暴风眼 ”

之外， 有什么值得记录的画面？

该集导演詹佳骏的拍摄后记不妨

一读 。 的确 ， 他也有过踌躇 ， 认为这

次拍摄对象既非抗疫前线的医生 ， 就

连空乘也被口罩遮蔽了职业的光彩 。

是工作室负责人李霞的一番话打消了

团队的顾虑， 她说， 在这个特殊时期，

空乘能将乘客安全送回家过年 ， 需要

极大的勇气与责任心 ， 疫情当前 ， 每

一个奋战在一线的工作岗位都值得记

录。 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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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89万点击！“华医生”每日在线“开诊”
华山医院“新冠病毒咨询”在线平台成为非常时期的一个温暖“出口”

一次性口罩吹吹风还能用吗？ 没去过武

汉的宝宝低烧三天怎么办？ 母亲肿瘤术后近

况不太好， 要去复诊吗？ 预约好的号， 现在

不想去医院， 可以退费吗？

6700多个问题 ， 89万多人次点击阅

读……1月28日上线至今， 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 “新冠病毒咨询” 在线平台每天 “开

诊”， 问题从天南海北涌来。 这个统一化名

为 “华医生 ” 的答题团背后 ， 是华山医院

130多名党员医生的轮流 “坐诊”， 谈及每天

在线 “义诊”， 他们说： “让我们来陪大家

度过这段非常时期。”

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不耽误
治疗，也给焦虑者一味心灵处方

“最近几天体温都在37.5摄氏度， 快要

崩溃了， 看到体温表就恐惧， 但我没有接触

新冠患者……” “您好， 如果没有疫区旅居

史、 无疫区患者接触史， 根据您的描述， 建

议先在家隔离， 观察几天， 注意休息。 如果

出现呼吸困难、 发热持续不退等症状， 做好

自我防护措施后至发热门诊就诊。”

“疫情当前， 好多人闭门不出， 问题并

未消散， 需要一个出口。” 秦越萃是华山医

院门诊部副主任、 门诊党支部书记， 如今也

是华山医院在线 “新冠病毒咨询” 平台的协

调人员。 疫情发生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门诊服务号” 的公众号里， “新冠病毒

咨询” 窗口第一时间上线， 第一天收到的问

题就破百。

有人问：“大蒜与冰糖水可以治咳嗽吗？”

答：民间偏方不推荐。有人问：“还能出去跑步

吗？”医生建议居家锻炼。还有人在线急等回

复：“听到邻居在咳嗽， 被子还能晒出去吗，

病毒会不会飘过来 ？”答 ：太阳这么好 ，晾晒

正当时。

疫情之下， 问题多多， 有人 “自己吓自

己”， 也有人是真着急。 “母亲是肿瘤患者，

还可以去医院化疗吗？” 这条提问飞进后台，

立刻引发答题团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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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寒潮中的坚守
上海日前迎来庚子年最强寒潮， 入沪道口检查站的公安民警和执勤防疫人员毫

不懈怠，全力守好疫情防控关。图为昨天G15高速入沪道口执勤人员对驾驶员登记、

检查。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荩 相关报道刊第五版

昨天，上海阳光明媚，初雪过后，格外清朗。外滩的行人寥寥无几，难觅
人影的豫园、空荡荡的南京路步行街……描绘着疫情之下的独特风景。让我
们继续蛰伏吧，用“空城计”闷死病毒，一起来赢得这场战“疫”的胜利

荩 刊第三版

初雪后，申城在宁静中迎接春天的到来

■ “上海市各区融媒体中心疫情防控工作问题建议征集”平台前天

开放使用，共有11个区在此平台上运作，其余5个区根据自身实际开通

了征集渠道。 市民可登录各区融媒体客户端， 或通过各区政府门户网

站、政务微信、政务微博等平台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 截至昨天16时，平台共收集各类问题建议350多条。各区在原有

工作机制基础上， 成立疫情防控建议征集工作专班， 积极协调解决问

题，回应群众呼声。在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的同时，各区融媒体中心

也推出了一些创新举措，包括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

16个区全部开通征集渠道，相关建议迅速交有关部门处理，及时反馈结果

上海各区融媒体中心征集防控问题建议

荩 刊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