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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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起，上海始终坚持对农贸市

场、餐厅、超市、办公楼宇、火车站、地铁

站等公共场所开展环境监测。

在昨天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

任邬惊雷就近期市民关心的问题进行

了介绍。6月13日， 上海又对16个区87

家涉及进口生鲜相关市场等的相关环

境和重点食品进行采样， 共采样1205

件，其中外环境、物品表面、水样等共

867件，进口食品等338件。目前，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未来，上海将进一步按照“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原则，重点抓好“入城

口、落脚点、流动中、就业岗、学校门、

监测哨 ”六个关键点 ，落实 “属地 、部

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严格落实各

项常态化防控措施。

就目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上

海将进一步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拉

紧疫情防控最牢防线。

针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

品，上海将进一步升级风险监测，开展相

关商品和环境的全流程抽样检测。“农贸

市场等重点场所所有进出人员都要做好

体温筛查和信息登记。”邬惊雷称，人员

密集场所的环境动态监测工作将持续稳

步推进， 同时开展高中风险地区来沪返

沪排摸工作，并定期进行清洁消毒。

根据“国务院客户端”App对全国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目录调整的情况，

上海将对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加强管理。

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应在抵沪后12

小时内向所在社区居村委和单位（或

所住宾馆 ）报告 ；高风险地区来沪返

沪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健康

观察，中风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一律

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均实

行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同时 ，机场 、火车站等地工作人

员继续做好来沪人员体温筛查和 “健

康码”核验，加强与社区、企事业单位

联动工作。 社区开展高中风险地区来

沪返沪人员排摸； 企事业单位进一步

加强员工健康管理， 市卫健委也鼓励

和支持企业组织近期曾去过高中风险

地区等的员工进行核酸检测。

下一步， 市卫健委将继续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群防

群控机制， 持续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倡

导市民健康文明行为与健康生活方式。

遍布上海的发热门诊与发热哨点诊室是及时发现新冠肺

炎疫情的监测哨点，也是防治传染病的“第一道关口”。目前上

海已有117家发热门诊和200家发热哨点诊室， 其中35个发热

门诊已安装专属CT，45个正在安装中。

“自3月起，市卫生健康委就启动发热门诊、发热哨点诊室

标准化建设，下发《关于加强本市发热门诊设置管理工作的通

知》，建立完善发热门诊长效管理机制。”邬惊雷介绍，目前上

海已建立社区发热哨点诊室对接区域医疗中心或指定医院的

转诊机制，对于确诊（疑似）患者或需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的

患者， 由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120或专用车辆进行转运，

并跟踪患者后续诊疗情况，确保服务管理闭环运行。

截至5月底，全市200家发热哨点诊室中，已有148家接诊

过发热患者，共3346人次。其中753人有可疑症状或病史需作

进一步诊断， 均由120或专用车辆转运至上级医院发热门诊

诊治。

发布会上透露，截至目前，全市共84家机构具备核酸检测

能力， 其中包括46家医疗机构、21家第三方检验机构、17家市

区疾控中心，日最大检测量约7万人份。按照计划，6月底前，上

海将新增21家核酸检测机构， 届时日最大检测总量将增加到

约9万人份。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接触生鲜食品前后须做好手卫生
生鲜食品加工及配送人员应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手套

针对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 市民如何

做好个人防护 ？ 生鲜食品还能否购买食

用 ？ 在昨天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 ，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孙晓冬给出解答 ， 在疫情发生之

初 ， 市疾控中心曾提示市民做好个人防

护： 勤洗手、 戴口罩、 常通风、 少聚集、

保持社交距离 。 现在 ， 这仍然是个人防

护的基本原则。

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生鲜冷链产品，

孙晓冬建议冷链配送人员在货品搬运、配

送等过程中， 应根据是否直接接触生鲜食

品、接触频次、操作类型等分别选用相应的

个人防护用品。 对于直接接触生鲜食品的

工作人员，包括冷库管理、理货、包装、分发等

在内的工作人员，应穿工作服，佩戴一次性帽

子、一次性手套、戴好防护口罩、鞋套。有条件

的，可穿一次性隔离衣。

参与生鲜食品切割等可能产生喷溅的工

作人员，还应佩戴护目镜及防水围裙。 同时，

冷链配送人员在运送、配送时，应当佩戴一次

性手套、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孙晓冬特别强调手卫生的重要性。 “普通

市民或从事生鲜食品类工作的人员在接触生

鲜食品前后、接触头面部以及吃饭前，应使用

‘流动水+肥皂、洗手液’按照六部洗手法做好

手卫生。 ”针对没有洗手条件的环境，孙晓冬

建议市民可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消毒。 “对于

普通市民而言，居家无需佩戴口罩，外出时建

议市民随身携带备用口罩的同时再准备一个

保鲜袋。 口罩不用时可放在备用袋中，保持清

洁。 ”孙晓冬表示，简言之，市民外出携带口

罩，再根据场所的具体情况、实际人流量，决

定是否佩戴口罩。

市民在去户外、公园、夜间市集，与他人保

持1米以上社交安全距离时， 建议可随身备用

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去超市、商

场、餐厅、展馆、健身房等室内场所，在无人员

聚集、通风良好、保持1米以上社交安全距离的

情况下，无需戴口罩，可随身备用一次性医用

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当市民乘坐轨道交通或长途客车， 进入

医疗机构、 福利机构及学校等国家有明确要

求的场所，必须佩戴口罩。

一些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比如食品从业

人员、商店、宾馆工作人员、托幼机构、大专院

校教职员工等，原则上需佩戴一次性口罩。 但

在上述环境中，如能保持一定社交距离，并且

身处通风状况良好的开放式空间，工作人员不

必非要教条式地佩戴口罩。

上海有针对性加强农贸市场安全监管
强化场所管理、人员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和应急管理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上海正有针对

性地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安全

监管工作。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商务委副主任

诸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高

度重视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 市商务委

会同相关部门已制定 《本市农贸市场疫情

防控实施方案》，从落实责任和强化“四个

管理”两方面继续强化落实相关防控举措。

诸旖介绍，上海将继续强化场所管理，

加强交易场所风险排查和环境卫生整治，

建立定期消毒清洗制度， 卫生健康部门加

强交易场所和生鲜商品等主动监测； 强化

人员管理，加强人员出入管理和健康监测，严

格落实人员登记 、测量体温 、佩戴口罩等措

施 ，并提醒消费者佩戴口罩 ；强化食品安全

管理 ，海关等部门加强肉类 、水产品等进口

食品检验检疫，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执行食品

原料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 落实食品安

全信息追溯责任；强化应急管理，农贸市场制

定落实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应急预案， 根据

防控态势采取不同响应措施，确保市场供应。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已进一步加强食品

安全监管，特别是加强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

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副

局长许瑾介绍，6月12日至15日，全市市场监管

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9273人次，检查各类农贸

市场、商场、超市、餐饮单位等经营户6831家，

线上线下经营者22133个。其中，农贸市场2821

个（次），检查活禽交易点453个（次），发现并下

线涉野生动物交易信息13518条， 共检查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4472个（次）、学校684个、食堂

692个。许瑾表示，市市场监管部门已加大对

畜禽肉类、水产品、果蔬等食用农产品进货查

验要求，重点检查进货合格证明、交易凭证等

票证和相关台账记录落实情况， 及时依法查

处违法违规行为。批发市场、标准化菜市场、

连锁超市、中央厨房、学校食堂、中型以上饭

店及连锁餐饮企业等要按照 《上海市食品安

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要求，落实相关畜禽肉

类、 水产品等九大类20个品种的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做到覆盖率和上传率的全覆盖。

记者还从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将指导督促

夜市等活动主办方严格落实《夜市等人员密集

夜间经济场所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重点强化

测温管理、人员限流、通风消毒等措施，加强从

业人员管理和食品安全监管，完善应急工作预

案。上海最近有不少购物节、美食节、夜市等活

动， 安义夜巷、BFC外滩枫径等夜市已制定应

急预案、配置红外线测温、客流监测等设备，活

动期间坚持入场测温、 上岗检查和场所消毒，

并根据客流监测情况及时采取限流措施。

上海八大行动推动爱国卫生运动融入生活
落实“席地可坐”高标准保洁，每月15日广泛开展大扫除活动

本报讯 （记者顾一琼）市文明委近

日印发《关于在上海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方案》，明

确将在全市广泛开展城市清洁行动、村庄

清洁行动、服务窗口环境优化行动、水环

境提升行动、控烟行动、分餐行动、青少年

爱国卫生实践行动，以及社会宣传行动等

八大行动，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方式方法，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推进城乡环境整治，

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 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为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确保实现“两

手抓、两手硬、两手赢”奠定扎实基础。

城市清洁行动， 年内将在全市集中

组织开展 9 次相关行动，加强源头管理、

精细管理，抓好“脏乱差”环境整治。聚焦

广场、景点、商圈等 70 个区域，推动落实

“席地可坐”高标准保洁要求。 将每月 15

日作为全市“环境清洁日”，广泛开展大

扫除活动，深入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集中开展乱张贴、乱晾晒、乱堆物、乱停

车、乱涂写、乱搭建等整治，消灭卫生死

角，消除污染隐患。

村庄清洁行动， 结合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

设，对农村河塘、沟渠、宅前屋后、道路两

侧等重点薄弱区域，开展“清五违、清污

染、清垃圾、清堆物”整治。

服务窗口环境优化行动， 将结合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窗口服务保障

工作， 将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要求纳入行

业服务规范和行业员工培训。 通过行业

文明指数测评和专项巡访， 督促落实卫

生达标责任。

水环境提升行动，将进一步落实“河

长制”，持续深化中小河道整治，定期开

展各类群众性爱河护河活动。结合“一江

一河” 两岸贯通工程和高品质公共空间

打造，聚焦设施文明、环境文明、行为文

明等推进滨江文明示范带建设。

控烟行动，将加大《上海市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条例》宣传力度，发挥党政机关

示范引领作用，开展无烟机关、无烟示范

场所建设。 聚焦餐厅、网吧等重点场所，

定期开展控烟专项执法和集中执法。

分餐行动，推进实施本市《餐饮服务

单位分餐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将分餐制

要求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指标体系。 党政

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率先全面推行分

餐制。开展“小饭桌带动大餐桌”“百万家

庭新食尚、健康用餐我家行”等活动，引

导广大市民使用公筷公勺。

青少年爱国卫生实践行动， 将结合

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推进爱

国卫生教育进课堂、进活动、进实践。 号召

全市青少年参与一次学校卫生清扫、 开展

一次家庭大扫除、争当一天社区志愿者、参

加一次社会实践、聆听一堂主题教育课、宣

传一次爱国卫生运动。

社会宣传行动， 发挥各类阵地载体特

别是互联网作用，创制投放一批公益广告，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主题宣传活动。 普及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健康科学知识， 加强文明

养宠、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环保宣传教育。

《方案》还号召各方将爱国卫生运动作

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的重

要内容，整合各类志愿项目，以志愿者为主

体，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形式，推动爱国卫生

运动深入城乡基层、 融入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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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功利心的“科创热”，会让人才培养平台变味
樊丽萍

时下又到招生季。 承担创新人才

培养使命的高校， 一方面在加大宣传

力度 “吆喝”， 希望揽天下英才而育

之， 而另一方面， 创新人才的甄别，

无形中却开始考验很多大学招生官的

眼力。 有教授就直言， 如今， 从小学

生到大学生都蔓延着一股 “科创热”。

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 很多中学生甚

至小学生从事的研究课题， 题目相当

高深， 和硕士生甚至博士生的研究课

题相差无几， 还有一些让家长和学生

趋之若鹜的青少年科技活动和比赛， 翻

翻最后的获奖名单， 很多项目也高深到

让人 “膜拜”。

“膜拜”之余，内心的好奇也来了：这

些研究课题或项目， 真的是孩子们自己

做的吗？如果不是或不完全是，那么课题

研究的意义何在？ 这些课题背后有没有

“推手”？ 如何对完成这些课题的学生进

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可以说，这不仅对从

事招生工作的考官们提出了一些 “技术

性问题”，也引起了我们对教育和人才培

养的更多思考。

科学研究是从求真开始的， 点燃并

守护一个孩子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 而

不是过度绑架科创活动和升学招生———

无论是家长、 学校， 还是对两者的具体

育才行为形成 “指挥棒” 作用的招考评

价制度， 在这一基本问题上都来不得一

点含糊。 决不能让升学的功利心、 家长

的虚荣心， 损害孩子对科技创新的热忱

与追逐。

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发

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 ， 培养一批批

具有良好科学素养 ， 堪担国家和民族

大任的创新人才至关重要 ， 为此 ， 我

们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尊重科学 、

崇尚科创的氛围。 但就人才培养来说，

本身就有周期性， 要遵循教育的规律，

不仅快不得 ， 更容不得拔苗助长 、 越

俎代庖。

或许， 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去参加科

创活动， 本意是好的， 希望孩子能够早

点接受熏陶， 找到自己的专业兴趣， 能

够顺便把这些兴趣转化为特长， 在升学

时进一个好学校。 但很多时候， 就是这

种 “想当然” 的培养方案， 不自觉地让

孩子的科创活动变了味。

这些年， 从大学到中学， 伴随着教

育改革的不断推进， 学校在招生上更侧

重对学生兴趣爱好和综合能力的考查，

但有些家长仍按照惯性， 迷信 “证书”

的力量。 比如， 为获得 “证书”， 有些

家长不仅把孩子送去参加科创活动， 还

“一条龙” 地参与了整个比赛过程， 从

陪跑者变成了参赛者 ： “武功 ” 高强

的， 亲自上场； 没有专业背景的， 动用

各种人脉关系， 想各种门路和办法， 邀

请 “高手” 出山指导， 提升孩子科创研

究的 “含金量”。

其实，很多科技活动和科创赛事，创

设的本意是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遴选提

供一些舞台和通道。 而现在，又是家长的

功利心，又是各路高手的越俎代庖，孩子

的科创活动、比赛因成年人的过度参与被

“玩坏”了。一些真正有创新潜质的学生要

脱颖而出，对承担人才招生、选拔任务的

上一级学校来说， 工作难度也在加大，真

需要招生官们拿出福尔摩斯的破案本事

以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说实在的，人为

制造“科创活动热”，推高一些课题的“专

业度”，不仅搞得家长们很“累”，而且对孩

子的成长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最近，演员仝卓在直播中自曝为了考

上心仪大学，将自己往届生身份改为应届

生身份。 目前，教育部门已介入调查并给

出处理结果。 虽然这是一条娱乐新闻，但

同样有其严肃的地方: 维护高考公平，向

来有制度层面的刚性保障，公平的底线容

不得挑战。 任何舞弊、作假者光一个道歉

可过不了关，按照相关规定，该怎么办就

会怎么办。

这实际上也是又一记警钟： 在一个

人成长的关键节点上，投机、走捷径、弄

虚作假，即便可以暂时带来鲜花，未来也

会付出代价，得不偿失。

图①②③④： 昨日， 在浦东新区万有集市、 徐汇区的华济生活集市和铭言菜市场、 黄浦区泰康菜场内， 工作人员进行清洁和消毒工作。

图⑤： 在虹口区新市菜场， 大部分顾客和摊主都主动佩戴口罩。 本报记者 邢千里 袁婧 赵立荣 陈龙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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