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18个集中隔离点接收近5000入境人员

“120马上就到。” 前天下午， 两辆急

救车把6名入境人员送到浦东新区第五集

中隔离点。 这些人员在入关时查出轻微症

状， 经定点医院留观初筛后， 集中送来进

行14天隔离观察。

两次体温检测 、 身份确认 、 签署承

诺书 、 信息登记———经过一连串严格的

措施 ， 所有人员随即入住 。 观察点的领

队侯坤告诉记者 ， 面对境外重点地区的

增加 ， 隔离点已做好充分预案 ， 50人以

内的集中入住登记流程 ， 基本可以在10

分钟内完成。

最近有上海市民会问， 新公布的输入

病例， 怎么不公布轨迹了？ 原因在于， 从

旅客下飞机前 ， 严密的闭环管理就已开

启。 根据上海确定的涉外疫情防控和入境

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所有中外人员， 凡在

进入上海之日前14天内有过重点国家或地

区旅居史的， 一律实施居家隔离健康观察

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 截至前天上午7时 ，

浦东新区已投用18个集中隔离点， 共接收机

场转送重点国家入境人员4961人， 各部门紧

密协作， 确保机场、 隔离点、 社区间形成严

密无缝的闭环。

当两辆急救车开进隔离点门口的围廊

时 ， 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早已待命 。 乘

客下车前， 需要进行测温 ， 然后再下车进

行全方位消毒 ， 最后走过廊道进入 。 第一

位进入的女士显然有些烦躁 ： “我的行李

不见了 ， 机场的医务人员说找隔离点的医

务人员解决 。 ”“好的 ， 我们马上和对方联

系 ， 你不要着急 。 ” 安抚好女士的情绪 ，

工作人员继续完成相关的信息登记 、 事项

告知等流程 ， 最后派专人将女士送到安排

好的房间。

“一开始有点情绪很正常，” 来自周家

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潘红芬说，

“将心比心， 他们一下飞机面对的就是长时

间等待， 要完成相关调查登记， 再集中前往

‘未知’ 的隔离观察点， 大家长途跋涉， 肯

定都很累。 我们会特别关注这些入住人员的

心理情绪， 及时安抚。”

隔离点的一楼前台总是电话不断， 担任

“服务生” 的是检验科医生陈晓旦。 他拿出

一张表格， 上面按楼层写满了隔离人员的需

求， “一下午已接到29个电话， 我们会尽量

去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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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不眠夜守住“无缝衔接”最后一棒
社区是“无缝衔接”闭环式防控的最后

一环， 无数社区工作者以这样的一个个不

眠之夜紧紧抓牢“无缝衔接”闭环式防控的

最后一根接力棒，坚守到底。

时间回拨到前天早晨 8 点， 静安区新

德居民区 80 后书记周迎庆正照例巡视各

社区门岗， 一条来自异国他乡的消息传到

手机。 发消息来自居住在新德居民区某小

区的一对老夫妻：原定返沪航班取消，老夫

妻临时改签，提前于当晚抵达上海。

周迎庆立刻转入筹备状态： 一方面立

刻向上级报备； 并于第一时间回复信息：

“欢迎回家！”此外，她还想到第一时间筹备

相关防护物资，并与街道协调组成员、社区

公安民警、 社区卫生中心的医护工作者一

一对接，准备迎接居民抵沪。

此后， 周迎庆与老两口的微信联系就一

直“在线”。 她推送给老两口回沪所要遇到的

各项对接、 转运及检查环节， 可能等待的时

间， 同时也询问老两口抵沪后需要帮忙准备

的各项急需物资等，周迎庆说：“既然是闭环，

再怎么细致都不为过。 ”

晚上 10 点半，更新消息来了：“我们坐上

车了，准备回来了。 ”深夜 11 点半，一辆红色

轿车停靠小区门口，由居民区干部、社区卫生

中心医护及派出所警员组成的“三人小组”立

刻上前，发放医学观察告知书，签订承诺书，

进行体温检测等等。

做好登记后， 周迎庆和物业安保等人员

一起帮助老两口把 3 个箱子和两大包行李搬

运到家门口，目送他们进入房门，老两口返身

致谢：“辛苦大家了！ ”此时已是凌晨，但周迎

庆丝毫没有倦意， 手机里的保障工作组微信

群还在以分秒计地更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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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公安在原有执勤岗位之外再增

加三个24小时驻守岗位 ， 机场边检站组

建专班专门排查非涉疫地区航班上可能

出现的涉疫高风险人员 ， 各公安分局再

派出入境小语种民警增援机场接站工作

组……连日来 ， 上海入境口岸严防输入

风险 “硬核力量” 加成， 为闭环防控套上

“金钟罩”。

上海是如何进一步箍紧闭环， 又让疲

惫的旅客感到温暖？ 记者前往浦东机场T2

航站楼一探究竟。

抽调大量警力在口岸驻守

24小时在机坪 “接旅客下机”， 是民

警杜金星最近的工作常态。 上海市公安局

国际机场分局在承担原本维护机场属地接

处警和日常公安任务之外， 抽调大量警力

在口岸增设入境过关控制区、 入境出关分

流区、 旅客集中转运区三个驻守岗位， 保

障闭环防控无漏洞、 无死角。

昨天上午 ， T2航站楼迎来一波入境

“早高峰 ” 。 “请问您是从哪里回来 ？ ”

“最近两周都去过哪些地方？” “您现在要

去哪里？” “请留一下联系方式。” 因为戴

着口罩， 与旅客正常交流时， 边检民警岳

晓春必须把音量提高， 每个旅客都要这样

询问， 一个检查步骤都不能少。 他现场采

集的信息， 将与上海海关、 市公安局、 市

卫生健康委共享， 这里也是上海乃至全国

形成精准有效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管理闭环

的重要一环。

无形的数据分析排查在入境航班抵达

前就已经完成， 一线查验民警的身后， 是

一支20人的大数据分析排查团队， 提供24

小时情报支持。 为保证无疏漏， 上海机场

边检站抽调骨干力量， 组建大数据分析排

查工作专班， 专门负责从非涉疫入境航班

里排查可能出现的涉疫嫌疑人员， 并将排

查结果及时传输至边检系统、 通报给海关

检疫人员。

为加强联防联控， 上海机场边检站还

将防控警力前移， 在海关检疫关口设置临

时执勤联络点。 协勤二队副队长刘峰和同

事们一会儿引导非涉疫旅客快速通关， 避

免交叉感染， 一会儿把经海关检查的涉疫

情旅客引导至查验专区、 实施全程监管，

与其他部门现场人员合力打造 “引导、 候

检、 检查、 带离” 闭环。

机场最后一关， 严格严
格再严格

在到达出口，尽管重点地区入境的“黄标”“红标”旅客已提

前分流至特殊通道， 但这里还是有民警一一核对所有出来旅客

的“绿标”护照。另一边，走特殊通道的“红标”旅客被带离前往集

中隔离点，“黄标”旅客则自行来到江苏、浙江及上海16个区的登

记点位。“‘黄标’旅客不可能直接出机场。”已驻点一周的工作人

员小王说，“我们各区点位就是他们必经的最后关卡。 ”

在静安区点位， 驻点人员小张正用英语为一名意大利旅客

做登记， 得知他是租房居住后， 小张请他出示租房合同， 并连

线房东询问是否同意他在出租房内实行居家隔离。 得到同意的

回答后， 小张又询问是否有合租人， 并联系对方。 由于合租人

已经复工不方便隔离， 这名旅客被临时调整到区内集中隔离点

观察14天。

完成登记后， 旅客若是坐大巴前往集中隔离点或集散地，

一般集齐5到8人会有一名驻点人员带队前往停车场。 离开 “黄

标” 大厅前， 带队人员要在门口登记信息， 而后等待专人按

区、 人数 “叫号”， 待再次核对人数、 身份后才能离场。

在虹口区点位， 每位旅客登记前还要测次体温。 驻点人员

郭建勇告诉记者， 旅客在海关已测了多次体温， “作为他们离

开机场的最后一关， 我们要保险保险再保险”。 一旦发现体温

超标， 首先会队员互测， 确认体温计正常的话， 就请该旅客稍

作休息后再测一次， 若是还有问题则马上 “退回” 海关。 假如

海关测出来体温依然偏高， 这位 “黄标” 旅客马上就会转为

“红标”， 将前往集中隔离点。

在普陀区点位， 等待登记的一家五口看起来情绪不佳， 区

民政局抽调的老杨立刻上前。 几个常规问题问完， 老杨话锋一

转： “这是你女儿吧？ 一眼就看出来了， 跟你长得多像啊！ 这

俩是外孙外孙女？ 好福气啊！” 几句话一讲， 老先生放下防备，

和老杨聊起天来。 “谢谢你们， 你们不容易！” 结束登记时，

老先生对老杨竖起大拇指。

“黄标” 人群中， 有不少带孩子的家庭。 在静安区点位，

一名3岁的男孩突然哭起来， 吵着要回家。 “小朋友不哭， 小

熊来陪你咯！” 驻点的静安公安分局王警官赶紧拿来一只小熊

送给他。 小男孩拿过小熊， 有些不好意思地抱了抱， 破涕为

笑。 从3月6日至今， 他们已送出近10只 “温暖牌” 小熊。

“三个闭环”环环相扣，“再怎么细致都不为过”

“疫”临城下：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杨逸淇

昨天， 上海新增 2 例境外输入型

病例， 累计报告 14 例境外输入病例。

上海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枢纽门户，全

球疫情“流行”，输入性风险与日俱增，

处在风险的风口前沿， 上海以最快的

“开机” 速度将自己定位在战疫 “前

线”，聚焦关口、转运、社区三道防线，

形成了三个完整的防控闭环。

“疫”临城下。对此，广大市民不乏

担心，这都很正常。 在 13 日下午举行

的记者招待会上，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说， 全球疫情蔓延到达一个

“悲剧性的节点”，病毒之狡猾、形势之

复杂和战“疫”之艰巨显而易见。

不过， 让市民安心， 守住健康之

门、 安全之门， 开放的上海有这个信

心，也有这个能力。 最近，新公布的输

入型病例“不公布轨迹了”。 原因就在

于， 从下飞机前就开始的严密闭环管

理， 最大可能实现确诊病例的 “0 轨

迹”。另一则防“输入”消息更让市民看

到了措施落地： 从 3 月 13 日零时起，

所有中外人员， 凡是在进入上海之日

前 14 天内，有过韩国、意大利、伊朗、

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等国家

旅行或居住史的，一律实施 14 天居家

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上海人是务实的 ，“上海疾控精

神”就是以“曲突徙薪”领衔的。对很多

潜在的风险问题，上海有预判，也有预

案。这段时间，“外防输入”已经被列为

重中之重， 上海早已在两大机场精准

布控，同时，通过和长三角有关省市及

社区的联动， 做严做实落地后专用通

道分流排查闭环、“直通车” 接送转运

闭环、属地社区管控闭环。 比如，一位

入境且按规定属于需居家隔离 14 天

的抵沪旅客，目前从落地到出机场，需

要走完所有入境防控流程， 然后有专车

专人负责转送。比如，截至 3 月 12 日，上

海疾控系统共对 2993 例病例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 追踪到 11177名密切接触者，

每一调查都像公安破案。 比如，从意大利

回国的李女士，刚乘接机“专车”抵达小区

门口，就碰上十几个人的接机队伍，有量

体温的，有让签居家隔离承诺书的，有帮

忙拉行李箱的，有递上特地准备的防护包

的……隔着口罩就能感到家的温暖。遇上

事，最见人心和性情。 这些细节透出这座

城市的自律、有序、专业和文明。

上海人的信心和笃定来自实实在在

的“做功课”和“抓落实”。 上海启动一级

防控以来，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

叶知秋的敏锐，防疫“以变应变”“严而有

序”。 从第一时间启动“城市免疫系统”，

到复工复产复市阶段依然慎终如始；从

“非常时期非常立法” 提供法治 “硬保

障”， 到区级融媒体中心开通疫情防控

“绿色通道”，让市民来当“啄木鸟”；从启

动相关预案建设应急医疗用房， 到治疗

确诊病人的“上海方案”；从天天见面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为市民

释疑解惑，到优化“随申码”服务助力复

工复产复市……动态、精准、有效防控风

险，“上海”是一个动词！作家何建明这样

概括这座城市的特质：“上海” 二字本身

就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精神创造， 是一种

动力、一个状态。

就在前天下午，有张照片刷屏。画面

上，一架飞机停在浦东机场，舷梯下满是

救护车；穿着防护服的海关检疫人员、警

察、机场工作人员严阵以待。原来是为了

最快速度最好防控处理飞机上可能出现

的发热乘客。有人说，从照片上看到了上

海的认真与细致，反而让人放心了。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不麻

痹、不厌战，不侥幸、不松劲，不让病毒飞

越一个航班的距离， 这正是一座城市战

“疫”该有态度和实力。这样的坚守，让市

民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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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12点告别旅客，马上又驶回机场
昨天 21 点 30 分， 浦东国际机场。 30

岁的马添骥熟练地套上防护服、 戴上护目

镜，一番从头到脚的“全副武装”。 22 点，他

和小伙伴们准时守候在接机大厅杨浦区接

待点，开启又一个不眠夜。

为确保无缝衔接， 上海各区的接机人

员都实行 24 小时值守。杨浦区的“三班倒”

具体时间为：早班 6 点到 14 点，中班 14 点

到 22 点， 夜班则从 22 点值守到第二天 6

点。 分流、登记、护送，每一班打的都是“团

队战”。 上岗前，每一组的小伙伴们都会进

行多次演练， 流程中的每一步都尽可能考

虑周全。昨晚上岗前，当晚值班组长王晓乐

再次和大家明确任务。马添骥的任务，就是

和同伴练瑞中一起， 为旅客开通一条全封

闭、安全的回家路。

航班 MU588 的一位旅客，在工作人员

分流引导下，来到杨浦区接待点登记，与此

同时， 马添骥第一时间将其地址信息发布

在工作群里。“这是我们殷行街道！”群里立

即有人秒回。等登记核对流程完毕，练瑞中

推过旅客的行李车， 和马添骥一起将他送

上了大巴。

23 点 20 分左右，大巴离开机场，驶上

深夜的上海街头。 出机场、上华夏高架路，走

军工路隧道……3 月 6 日至今，这条路线，马

添骥已经走了很多遍。不过坐在大巴第一排，

他还是在心里默默预估了一遍这趟行驶路线

的时间， 随后拨通街道工作人员电话，“我们

出发了，顺利的话，三刻钟后到。”抵达目的地

前提前 5 分钟， 他再次掏出手机确认：“过 5

分钟就到了，请做好准备。 ”

为给“直通车”接送转运闭环画上一个完

美的圈，马添骥和伙伴们一直在琢磨沉淀经

验。 比如，在旅客登记的同时，第一时间发送

关键信息 ，及时确认属地 ；在从接待点到大

巴的短短两百来米路上，通过聊天再次核对

信息，确保无误；途中，至少与街道社区两次

电话，确保顺利衔接 ；此外 ，每次上岗前 ，他

还会准备些口罩 、手套等防护用品 ，以备不

时之需。

今天零点 05 分，大巴缓缓减速，停在嫩

江路上一个小区的门口。 马添骥第一个跳下

车，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社区小分队交接，随

后与旅客挥手告别。把旅客都送回家后，大巴

马不停蹄驶回指定地点消毒， 然后再次返回

机场待命。在准备换上一身新“行头”的间隙，

马添骥活动了下筋骨，仰头来了个深呼吸，深

夜微凉的空气让他的眼神顿时清亮，“满血复

活，出发！ ”

接送
转运

分流
排查

社区
管控

①浦东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正在与外国旅客说明登记相关事宜。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②为确保无缝衔接，上海各区的接机人员都实行24小时值守。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伊辰摄
③浦东集中隔离点为隔离人员统一配送餐食。 郑峰摄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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