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2020年高考志愿
模拟填报系统开放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获悉， 上海市 2020 年高考志愿模拟填报系统已经开放。 考

生可通过 “上海招考热线” 首页 “志愿填报” 栏目下的链接

入口进入系统 ， 也可以直接通过网址 （http://fzzytb.shmeea.

edu.cn） 进入系统。

市教育考试院发通知称， 请考生充分利用模拟填报系

统， 在熟悉政策的基础上拟定志愿信息， 在系统中完成填

报。 市教育考试院将采集截至 4 月 8 日 16:00 系统中考生已

填报的志愿情况作为模拟投档的依据。

4 月 8 日后，模拟填报系统继续开放，学生可根据自身需

要继续演练，熟悉流程，为后续高考后的正式填报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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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归来或坚守
都是为了万家团圆
自 2 月 7 日出征后， 这支奋战在武汉的中山医院医

疗队整建制接管武大东院 2 个重症病区， 55 天里共救

治新冠肺炎患者 152 人， 治愈 119 人。

此次战 “疫” 中， 这支队伍里的很多医护， 也见证

了自己的成长。 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共收到 67 份入党申

请 ， 发展了 21 位同志在武汉前线入党 。 身为一名 90

后， 刘凯说， 在武汉最感动的瞬间是那张落日余晖照片

“火” 了以后， 因为有当地人告诉他： 过去的两个月 ，

他看到的很多照片是黑白的， 只有这张照片是有 “色

彩” 的。 刘凯说， 在武汉， 他愈发明白自己这份职业的

责任。

“幸不辱使命， 武汉， 我们会再来看你； 上海， 阿

拉回家啦！” 昨天中午， 归来的这支中山医疗队领队 、

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很欣慰 ： “136 人 ， 一个都不

少， 都回来了。”

有归来者， 还有坚守者。 据中山医院介绍， 上海最

早 “逆行者”、 小年夜率先出征的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

医生钟鸣， 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已在武汉一线奋战近

70 天， 根据指令， 他将与一批全国同道继续坚守， 照

亮更多患者的回家路。

你日渐康复，我启程回家
“陪老人看落日”医疗队返沪，87岁老人拉小提琴送别

一张落日余晖照
暖心瞬间照亮心灵
在全国， 先后有三百多支医疗队、 4 万多名医护

人员驰援武汉。 而奋战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

中山医院医疗队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 更多是源于那

张落日余晖下的温暖照片。

今年 3 月 5 日， 中山医院发了一条微博： “落日

余晖下的这个瞬间， 刻骨铭心”， 附上的照片拍摄于

武大东院， 余晖下的两个身影， 病人和医生， 87 岁

和 27 岁， 照片一夜刷屏。 后来， 中山医院专门制作

了巨幅海报， 致敬所有奋战在一线的 “战友”， 海报

上写着一句话———“人间值得”。

87 岁的王欣其实是中山医院医疗队进驻武大东

院接管的第一批病人 。 最初 ， 他情况危重 、 奄奄一

息， 中山医院医疗队一边联系家属， 一边研究对他的

救治方案， 并 “承包” 了老人的所有生活照料。 点点

滴滴的努力， 唤起了生命的重新起航。 3 月 5 日， 中

山医院医疗队队员刘凯推着他去另一幢楼做 CT， 归

来途中， 刘凯问王欣要不要看一眼落日 ， 老人点点

头， 于是， 两个背影一同望着久违的太阳， 这一幕被

同行的大学生志愿者甘俊超拍下 。 刘凯后来告诉记

者， 看日落的那一刻， 自己的心也被照亮了。

小提琴演奏一曲
温暖上海医护回家路
3 月 5 日后的每一天， 老先生的状况一天天在改善，

随着武汉确诊患者逐渐治愈出院， 上海医疗队回家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了。

就在 3 月 30 日晚， 中山医院这支医疗队接到回上海

的通知。 第二天， 刘凯就和队员们开始忙着转运、 交接病

人、 打包行李。

离开前， 中山医院接管的 ICU 里还住着 20 多位病人，

需要转交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管的病区， 其中就包括王

欣 。 3 月 30 日 ， 中山医院医疗队对老人复查了核酸和

CT， 核酸检测依旧是阴性， CT 结果比之前也有明显好转，

但仍没达到出院标准。 为安全起见， 大家决定让他继续留

院康复。

“我现在基本上什么都正常了 ， 能走路 ， 能说话 ，

还能拉琴， 这都是上海医生护士们精心治疗的结果。” 离

别时刻， 老人诉说着对这群 “上海恩人 ” 的感激 ， 说得

情深处， 他对刘凯说： “你们要走了 ， 我给你们拉首小

提琴曲。” 原来， 就在前几天， 老人的外甥把小提琴送来

了， 老人没事就调调音、 拉拉琴， 心情愈发好了。 这就有

了昨天这段刷屏的老人拉琴视频， 琴声悠扬， 温暖了很多

人的回家路。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那张刷屏的“陪老人看落日余晖”犹然在心，而照片中
的两位主人公———87 岁的王欣老先生与 27 岁的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呼吸治疗师刘凯， 昨天迎来了离别的时刻。

刘凯所在的中山医院赴武汉 136 人医疗队，要启程回家了。

送别上海医生，王欣亲手拉小提琴，献上悠扬的曲子。

“力气不够，拉得不够好，将来康复出院后，我完整地给你们
拉一段。 ”曲终，老人有些不好意思。 殊不知，他认为“欠佳的
作品”，昨天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循环播放了一整天。

有乐迷听出， 这首曲子是马斯奈的 《泰依斯冥想曲》，

并附上留言： “并非完美演奏， 却比任何完美演奏都治愈
人心， 因为这出自 87 岁的康复期新冠危重病人之手， 堪称
人间奇迹！”

落日余晖
续写温暖

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乐于从教
长三角师资春季网络招聘专场上线5天收到七万余份简历

“2020 年长三角师资春季网络招聘专场”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自 3 月 27 日开通线

上招聘平台后，五天来,平台已累计收到应聘

者简历 74942 份。3 月 31 日，平台启动首个视

频面试专场，黄浦区、普陀区等八区的招聘单

位在线视频面试 7058 次。

近年来， 随着教师薪资待遇和社会认可

度的逐步提升， 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大学生

愿意走上三尺讲台。

观察今年的师资招聘会， 上海市教育人

才交流服务中心负责人江明直言：“教师这一

行业的吸引力，正在稳步提升。 ”

提供安居补贴或公租房，

提升教师岗位吸引力

网络师资招聘会上线仅三天， 虹口区就

收到了 870 多份应聘者简历， 其中不乏博士

生和高学历海归人才。 虹口区教育局人事科

科长齐崧，心里美滋滋的。 去年底，虹口区在

沪上两所师范类院校举行师资招聘宣讲会，

前来听讲和咨询的大学生坐满了会场，“其中

一场宣讲会，我们就收到 300 多份简历，其中

超过 280 人是硕士和博士。 ”齐崧说。

在线招聘启动后， 黄浦区卢湾高级中学

校长何莉已收到 117 份线上简历。 首日在线

面试， 何莉就与 19 位应聘者进行了网络互

动。 “我们这次招聘的教师，需具有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的学历， 这次在线上招聘专场也吸

引到了两位博士和一些海外留学生。 ”看到这

么多优秀人才愿意加入教师队伍， 何莉难掩

心中的喜悦。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记

者了解到，各区都不断创设优惠条件，提升教

师岗位的吸引力。 比如，松江区为前来应聘的

应届毕业生提供新晋教师安居补贴： 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享受区政府一次性人民币 10 万

元安居补贴；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在

入职首年每月分别享受安居补贴人民币 1200

元和 1000 元。 第二年起符合政策的教师可享

受 《松江区关于加快 G60 科创走廊人才高地

建设的实施办法》及 10 个配套实施细则中有

关人才安居工程的补贴政策。

普陀区则将为年轻教师提供公租房。 普

陀区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赵天益介绍，“这些

公租房大多位于内环以内，且靠近地铁，交通

方便，解决他们的住房困扰。 ”

依据人口预判，各区加强
储备学前和小学教师

随着二孩政策的逐步放开，近几年，上海

对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持续保持较

为旺盛的态势。 此次春季招聘会，各区纷纷在

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领域开出招聘“大单”。

普陀区计划招聘 1254 名教师，其中包括

250 多名学前教育教师。 与之类似，松江区共

计划招聘 437 名教师，包含 94 名学前教育教

师。 松江区教育局人事科陈老师表示，作为人

口导入大区，松江区近年来陆续新建幼儿园，

对于学前教育师资仍有较大需求。

网络招聘启动以来， 黄浦区思南路幼儿

园园长吴闻蕾通过平台邮箱共收到 38 份简

历，面试 12 名应聘者，“应聘者整体学历较往

年高，应聘者中研究生学历占 30%左右。 ”

记者了解到， 各区在制定教师招聘计划

之前， 都连同公安部门对人口高峰和教师需

求进行预判。 齐崧告诉记者，经过连续几年的

人才储备，明年起，虹口区学前教育师资储备

基本满足需求。 根据预判，虹口区到 2023 年

即将迎来小学教师退休高峰，为此，全区已有

计划地储备小学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教师。

赵天益表示， 普陀区摸排发现人口波峰

将从学前领域过渡到初中预备班， 此次春季

招聘会，普陀区小学、初中语文教师招聘计划

也超过了 200 人。

教育综合改革推动体育、

思政教师需求增长

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稳步推进， 学校对

“小学科”教师需求量在提升，其中，体育、思

政课教师更是成为招聘市场的“香饽饽”。

黄浦区教育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许晓春透

露， 此次黄浦区教师总体计划招聘数是 425

人。 今年需求量较多的学科，除了中小学语文

教师、幼师外，在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中小

学体育以及高中政治、 地理学科的教师需求

量也较大。

此次招聘会上，虹口区、普陀区分别需要

招聘思政课专职、兼职教师超过二三十人。 虹

口区去年底就先后到上海师大、 华东师大进

行宣讲和师资招聘预热工作。 齐崧说，已有十

几名应届毕业生与应聘单位达成初步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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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团圆的喜悦，又有战友间的不舍
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返沪队员顺利结束14天医学观察期

“马上可以回家了， 想想就很激动 。”

“我想对家人说 ： ‘我想死你们了 ， 好想

有一个大大的拥抱！ ’” “期待着回家后，

抱抱备战高考的女儿和默默支持我工作的

爱人” ……

昨天一早， 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

返沪队员发现自己的 “随申码” 从黄色变

成了绿色。 这意味着， 他们顺利结束了 14

天医学观察期， 成为首批从隔离点 “出关”

的支援湖北医护人员。 这批队员分别来自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东方医院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队。

三口之家终于吃上了一
顿团圆饭

从 2 月 4 日匆忙应征、 奔赴武汉前线，

到 4 月 1 日顺利解除 14 天的医学隔离， 离

家整整 57 天后， 昨天， 华山医院支援武汉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首批 20 位返沪队员回

家了。

回家的医生们在干嘛 ？ 昨晚 9 点半 ，

记者拨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第一批返

沪医疗队队长、 肝脏外科医生陈进宏的手

机， 听到了爽朗的笑声， “我正在苏州河

边陪着爱人散步。” 陈进宏高兴地说， 昨晚

7 点半到家后， 三口之家终于吃上了一顿团

圆饭。

此行武汉，给很多医疗队员的准备时间

都不长。 2 月 4 日 ，当天早上 9 点多 ，陈进

宏接到科里电话 ： “你能不能去武汉 ？ ”

他说 ： “能 。 ”随后就按指令来到 “培训

地点 ” 。 结果到了现场发现 ， “这不像是

培训地点 ， 更像是誓师大会 ， 马上要走

了 ！ ” 陈进宏二话不说 ， “光速 ” 回家

整理行李 ， 也是在家的 “旋风 20 分钟 ”

里 ， 他和儿子来了一场男人之间的对

话———“爸， 你回来啦”“儿子 ，我要去武汉

了”。 一周后， 在上海中学读高二的儿子陈

庆之在回忆这一幕时写道 ： 道别非常简

单 ， 我出发了 ， 注意安全 ， 久违的拥抱 ，

关门， 父子之间大概不需要也不擅长絮絮

叨叨半天 ， 我们都非 “擅长离别的人 ” ，

一个拥抱足矣。

这次“回家”，令陈进宏特别感慨的还有

与儿子的关系。 “他居然在门口等我，还主动

替我提了最重的行李，我们父子俩拥抱了一

下。 儿子说‘你回来啦’，我答‘回来了’。 哈

哈，男人之间的对话。 ”陈进宏笑言，高二的

男生“有点叛逆”，这种“仪式感”已出乎他的

意料，感觉心里特别暖。

曾向班主任 “生死相
托”，如今可以安心抱女儿了

终于迎来回家的时刻， 同济大学附属

东方医院心内科医生李昕却说， “心里很

复杂”， 既有团圆的喜悦和期待， 又有战友

间的不舍和难忘。

今年 2 月 8 日， 元宵节 ， 本该是阖家

团圆的传统节日， 李昕却在 800 公里外的

武汉， 守护着被确诊的患者。 前一天晚上 8

点， 她所在的东西湖 （武汉客厅） 方舱医

院开始收治第一批患者， 作为打头阵的第

一班队员， 李昕率先进入方舱。

“我们手挽手，比划着‘V’字，开着玩笑

相互鼓劲。”50 多天后，李昕依然清晰记得初

入方舱的感受：内心忐忑。 “不知道是因为天

气寒冷，还是内心害怕。 不过当时进入方舱

后会面临什么，确实没有人知道”。

也是在那时， 李昕向女儿班主任发了

一条微信： “马上要进去打仗了， 女儿请

您帮我照顾， 万一我有什么， 她以后就做

你的女儿， 我放心……”

穿上白衣， 医疗队员是战士 ； 脱下白

色战袍， 他们则是最最平凡的父母和子女。

在武汉驻地酒店， 当东方医院急危重症护

理部主管护师顾钦赟推开东方医院南院综

合监护室护士长高彩萍房门时， 发现她满

脸泪水。 原来， 高彩萍刚和家里两个孩子

视频过， 看着 1 岁半的小女儿已能乖巧吃

饭， 她不禁泪湿眼眶。

“驰援武汉， 每个人都是克服了家庭

困难， 才能毅然逆行。” 身为党员， 高彩萍

说， 自己必须冲在前面。 在救援队 55 名队

员中 ， 党员共 15 名 。 以 “越是艰难越向

前” 的战斗姿态， 救援队在东西湖 （武汉

客厅） 方舱医院奋战了 44 个日夜， 实现了

患者零召回、 医护零感染、 病人零死亡的

三个 “零” 目标。

“这段难忘的经历将铭刻在我们心间。

此时此刻， 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 终

于可以回家了 ， 终于可以抱抱我的女儿

了。” 李昕说。

隔离期不离专业 ， 渴望
为战“疫”再添一份力

在 14 天的隔离期里， 不少队员不仅没

闲着， 反而还挺忙。

陈进宏作为华山首批返沪医疗队队长，

每天议程排满： 除了督促大家遵守隔离纪

律， 还趁着这段时间给学生修改了两份申

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标书。 尤其在最后

两天里， 他还认真研究了几个病房新收病

例的各项检查资料。 事实上， 在武汉抗疫

期间， 这位知名肝外科医生已收到不少来

自患者的手术排期询问。 从今天开始 ， 他

就要回到岗位， 上手术台了。

昨晚， 东方医院 53 名出征队员在解除

隔离、 回家之前， 每个人还获得了院方颁

发的荣誉证书———这是他们曾经进驻方舱

的印记。 对于 “出关” 后的工作表， 不少

队员表示， 早已安排得满满当当： 有人主

动报名去隔离点， 有人打算迅速回科室开

展临床工作 ， 目的都是想为上海战 “疫 ”

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晨琰
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张鹏

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
第六批返沪队员平安归来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第六批返沪医疗

队员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后平安归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于绍良到机场迎接，欢迎英雄的白衣战士凯旋，向各位医疗队

员及家属们，致以诚挚慰问和崇高敬意。 副市长宗明参加。

第六批返沪的 136 名医疗队员来自中山医院， 他们于 2

月 7 日奔赴武汉，接手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两个重症病区。

于绍良在迎接时说， 大家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号

召，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展示了医者仁

心、大爱无疆，全市人民为你们骄傲。希望大家安心休整，恢复

最佳状态，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再立新功。

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代表第六批返沪医疗队员表示，

医疗队能够全力以赴与新冠病毒奋战， 不仅是职责所在、 义

不容辞， 更在于有市委、 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有力支撑， 让

我们与全国同道一起携手救治病患。 疫情还没结束， 我们愿

意继续投身一线， 守护上海人民生命健康。

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上海昨起每日公布

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 从 4 月 1 日起， 上海每日公

布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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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郑锦表示， 目前， 上海没有处在医学观察中的无症状感

染者。

上海将进一步加强筛查， 继续做好无症状感染者密

切接触者的追踪， 强化对所有入境来沪人员的 100%核

酸检测和高风险人员的抽样筛查， 加强对重点人群、 重

点场所的监测。

郑锦介绍， 目前上海没有处在医学观察中的无症状

感染者。 此前， 曾有 11 例入境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 ，

但当时无明显症状， 均由 120 送到指定发热门诊隔离排

查和治疗。 其中 1 例经复核被排除， 另外 10 例陆续出

现临床表现， 综合其流行病学史、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

检查结果等， 诊断为确诊病例。

“针对上述人员， 市卫健委始终严格按照确诊病例

的管控措施， 集中隔离排查和治疗。” 郑锦表示， 主要

措施体现在四方面：

首先， 及时用 120 专用救护车转运至指定发热门诊

隔离排查和治疗；

其次， 明确诊断后， 立即将患者送至定点医疗机构

集中隔离治疗并按照国家诊疗方案和本市专家共识， 予

以抗病毒等治疗；

再次， 严格出院标准， 无症状感染者出院必须符合

确诊病例的出院标准， 即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

最后， 加强随访管理， 出院后进行 14 天隔离管理

和健康状况监测， 并在出院后第 2 周和第 4 周由定点医

院进行随访、 复诊。

为持续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上海将强化口岸防控措

施， 对入境人员实施 100%采样检测。 市卫健委在前期

派出 50 名护士的基础上， 再增派 50 名经验丰富的护士

充实口岸采样力量。

同时，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将继续强化发热门诊管

理， 做好发热病人全流程闭环式管理， 进一步完善发热

门诊就诊、 排查、 收治等各个环节， 推动流程更加规范

化和制度化。

郑锦表示， 上海将坚持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

日常诊疗服务”， 严格落实医疗质量与安全核心管理制

度， 针对疫情期间手术、 输液、 用血、 内镜操作等关键

治疗手段， 进一步完善孕产妇、 儿童、 血透及卒中病人

等特殊情况患者院内处置流程， 健全医疗质量和安全管

理长效机制， 有序开展日常医疗服务， 更好满足群众就

医需求。 同时， 持续推进心理咨询热线建设， 进一步为

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心理援助。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未预约市民勿前往现场
清明网络祭扫总数已达98.16万次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4 月 4 日、5 日、6 日为清明节

假期， 全市各公墓、 骨灰堂总共提供现场祭扫名额 42

万个 。 此外 ， 上海还推出 “集体祭扫 ” “网络祭扫 ”

“代客祭扫” 三项便民服务。 作为传统祭扫方式的补充，

目前市民通过网络祭扫总数已达 98.16 万次； 各公墓提

供代客祭扫服务已达 2 万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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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介绍， 目前， 4 月 4 日现

场祭扫名额已全部约满， 4 月 5 日和 6 日部分公墓尚有

少量余额， 4 月 2 日、 3 日， 以及 4 月 7 日至 12 日的六

天， 仍有部分余额可供市民预约。 要特别提醒： 没有预

约的市民群众， 不要前往现场。

曾群介绍， 上海于 3 月 26 日启动现场祭扫线上预

约， 截至昨天中午 11:00， 全市 54 家公墓、 骨灰堂累计

提供预约祭扫名额 45.06 万个 ， 实际预约 30.89 万人 ，

现场接待预约祭扫市民 27.63 万人， 车辆 6.07 万辆。 同

时， 经预约后落葬 1329 穴。

为确保做好清明期间的预约祭扫和疫情防控工作，

上海对预约落葬和确有原因预约祭扫的市民， 严格落实

体温检测、 随申码查询等防控措施， 引导市民佩戴口

罩、 有序排队进出。 同时加强对燃烧祭品行为的劝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