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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疫情防线

爱国卫生运动专家谈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

长海医院） 预防保健科主任倪海莱提醒：

1、 生鲜选购： 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新鲜生鲜食材 ； 疫情防控期 ， 谨慎

选购境外生鲜食品。

２、 生鲜处理： 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

冲洗生的肉 、 禽 、 生鲜等 ， 防止溅洒污

染； 处理生鲜最好戴比较厚的厨房手套。

３、 生鲜接触： 市民接触生鲜后要及

时洗手 ， 建议使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至

少 20 秒 。 接触生鲜的容器 、 案板 、 刀

具 、 水池和包装等 ， 注意妥善处理 ， 避

免污染。

４、 生鲜保存： 冷冻和冷藏， 都要生

熟分开 。 一些鱼肉与其反复烧煮不如一

次多煮点分装成小份 ， 既方便又能避免

污染冰箱。

５、 生鲜食用： 生鲜可以吃， 食用前

一定要将食材煮熟 、 煮透 ， 并且不建议

长时间冷冻。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疫情期间，各级医院都在为人民

安全保驾护航中经受了考验。 而在此

次多区的公卫体系升级计划中，区域

医疗场景整体重塑，为应急救治预留

空间的理念都有体现。

徐汇区中心医院在疫情期间开

通云医院“新冠工作室”，迄今总服务

量超 45 万人次； 在全市率先收获医

疗、医保、商保制度“三牌照”，成为上

海互联网医院“领头羊”。截至 6 月 15

日，徐汇区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新注

册 21.4 万人，健康管理 13.7 万人次，

预约检验检查 2.1 万人次， 处方药品

配送 4110 件， 实现了核心业务云端

开展、求医问药一站到位。

中山医院副院长、徐汇区中心医

院院长周俭介绍，徐汇区中心医院正

以 “智慧医院 ”建设为契机 ，打造 “非

接触式 ”医疗救治门诊及病房 、智慧

化隔离病房等。

加强区域传染病救治能力，徐汇

正着力推进徐汇区中心医院、上海市第

八人民医院两个区域诊治中心的建设。

与此同时，徐汇区中心医院还参与徐汇

“南部医疗中心”建设。

“南部医疗中心 ”不仅将对标中山

医院 ，建成 “小中山 ”，更将被打造为国

际国内一流的传染病救治区域中心，预

留建设的发热门诊、隔离病房设计了在

紧急情况下能即刻启用的 “平战结合

型”全层负压病房。 此外，“智慧云医院”

计划也将加载其上，以符合特殊时期的

公共卫生应急需求。

为进一步提升区域传染病救治能

力 ， 杨浦区中心医院传染病分院 （松

花江路 3 号 ） 改造工程已在推进中 ，

预计到今年 8 月将建成为独立设置 68

张床位的传染病救治机构 ， 承担全区

不明原因传染性疾病应急处置 、 诊断

和治疗的过度功能 。 该医院的安图分

部病房也将改造为 “平战结合 ” 的应

急腾空收治点。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见习记者 吴金娇

上海启动公共卫生体系重塑升级“加强版”

6 月 18 日 ， 徐汇区公共卫生建

设大会召开 ， 公布了徐汇版公共卫

生体系升级 “总蓝图 ” ， 提出将以

“1+1+4” 系统建设为牵引 ， 构建

“最硬核 ”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

“1+1+4” 即打造一个总纲 ， 建设一

个中心 ， 围绕四个结合 ， 筑牢区域

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 其中 ， 强调要

建设的 “一个中心”， 就是徐汇区疾

控中心。

徐汇区卫健委表示 ， 疾控中心

建设是徐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升级的核心 ， 为对标一流中心城区

最高标准 、 最好水平 ， 对标国家 、

市级层面对疾控体系建设的任务要

求 ， 徐汇区将全面启动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现代化建设 ， 包括提升 “一

锤定音 ” 的检验检测能力 ， 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与保障能

力， 形成 “智慧疾控” 共享应用。

全区统筹 ， 以智能化为抓手 ，

建强指挥 “中枢”。 徐汇区卫健委与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宣布

合作共建徐汇区疾控中心 ， 加快提升

“硬核能力 ”， 以匹配公共卫生最安全

城市卓越城区的定位。

6 月 17 日 ， 长宁区召开公共卫生

建设大会 ， 就公共卫生体系机制升级

建设公布了 63 项工作任务清单和 45

个建设项目， 同样涉及建设集中统一、

智慧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 ，

建设协同综合 、 灵敏可靠的公共卫生

监测预警体系。

大数据赋能 “智慧预警 ” 已经体

现在多区的计划与实践中 。 6 月 8 日 ，

杨浦区公布的 “杨浦版 ” 公卫体系升

级计划也谈到 ， 将进一步依托 “一网

统管 ” 信息平台 ， 通过跨部门 、 跨层

级信息整合 ， 打造 “平战结合 ” 的杨

浦区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信息平台 ，

实现区域防控精细化 、 智慧化管理和

调度。

“升级版”爱国卫生运动“让每个人都能真切得益”

推动环境卫生治理转变为社会健康管理，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就在今年梅雨季到来之前， 有基层社

区开启了一场集体 “断舍离”， 鼓励居民

纷纷撤出楼道堆物， 兑换实用的柴米油盐

甚至理发等公益服务； 有商圈试点组建了

精细化保洁小组 ， 从 “单兵作业 ” 化为

“链式作业”， 迈向 “席地可坐”； 有街区

实行 “集中行动”， 由社区单位党政领导

率队清整背街小巷、 绿化带等等。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 推动环境卫生治理转变为社会健康

管理 ， 创新方式方法 ， 广泛发动群众参

与， 全面推进城市环境整治， 大力开展健

康知识普及， 更倡导一种文明健康、 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式———当下， 全市上下、 社

会各界已广泛行动起来， 结合常态化疫情

防控要求， 紧扣 “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惠及人民”， 将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重要内容 ， 结合实际各展所

长， 打造 “升级版” 爱国卫生运动， 涵养

健康科学生活理念， 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

式， 助力 “两手赢”。

好用、受用的“断舍离”，

破了堆物的心理“魔障”

楼道堆物，不仅滋生蚊蝇蟑螂，造成传

染源隐患，也易引发火灾。但这也是个老大

难问题，老旧小区爱堆，新小区也不少。

治理这个顽疾， 光靠社区干部磨破嘴

皮还不行。

徐家汇街道王家堂小区， 是个老旧小

区， 楼道堆物在这里一度难治。 纸箱、 泡

沫箱、 废旧电饭锅、 家具等等， 常占了大

半过道 ， 居委会联合物业出台了诸多举

措， 收效甚微。

此次结合疫情防控， 居委会联合社会组

织绿账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在小区内开展了

“小兑兑达人” 楼道堆物清理活动。 居民可

将楼道旧堆物或家庭闲置物品兑换各类生鲜

食品、 日用品， 还可兑换免费义诊、 理发等

服务。

尝试了一次 “断舍离 ” ， 有居民 “顿

悟”： 堆物其实放着也没用处， 只是一种心

理依赖 ， 现在能换来实用的东西 ， 再好不

过。 甚至有 “堆物钉子户”， 主动清出 “僵

尸自行车”、 旧报纸， 还发动左邻右舍一起

清理兑换。

以此次 “断舍离” 兑换活动为支点， 社

区形成了常态化防控下的自治模式， 如定期

清洁楼道 、 绿化带等 ， 发动起最广泛的力

量， 助力社区环境整洁。

越来越多疫情防控中好用、 管用、 受用

的新机制新方法， 确保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内

涵升级。

宝山区开启了 “三五” 集中行动月， 以

公安、 交管、 市容、 城管、 网格、 市场监管

等职能部门及专业队伍执法力量为核心， 整

合机关、 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 团员青年力

量， 延续疫情期间机关企事业单位志愿者下

沉基层的经验， 联手清整背街小巷、 绿化带

等等。 如整治占道经营、 违章停车、 小广告

乱张贴等违法行为， 检视道路基础设施并及

时反馈， 确保路面、 排水设施、 垃圾厢房和

果壳箱、 路灯等整洁完好。

“升级版”意味着理念、模
式、手势的迭代创新

“爱国卫生运动， 值得常谈不息， 常谈

常新， 因为这是让每个人都能真切得益的大

事”， “小巷总理”、 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

朱国萍这样理解。

这位一辈子深耕于基层一线的老书记这

样回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每个周四， 里

弄里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 白天稀释药水消

毒楼道、 绿化带， 晚上又家家户户熏蚊子、

灭蟑螂 。 左邻右舍还会相互督促 、 相互检

查。 “社会发展到今天， 特别是疫情防控常

态化之后， 再提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有意义。”

老书记对于 “升级版” 的理解是： 理念、 模

式、 手势都要迭代创新。

“过去， 强调的是个体健康不生病， 当

下， 则更多聚焦于养成一种健康生活理念和

习惯， 益于个体， 更益于社会。”

生活更健康， 环境更优美洁净， 城市治

理也更精细化———当下， 市文明委在全市开

展的 “八大行动”， 涵盖社会生产生活方方

面面， 更直指此次 “升级版” 爱国卫生运动

的核心目标所在。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这样介绍： 精神文

明建设， 拥有天然的组织优势和动员优势，

从某种程度上说， 疫情防控常态化， 为进一

步深化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视野、

新着力点。 此次爱国卫生运动中， 市文明委

充分动员起所有成员单位、 社区、 各类文明

创建主体参与进来 ， 实现社会力量的全覆

盖。 在内容上， 除集中开展城市环境清洁行

动、 服务窗口环境优化行动、 水环境提升行

动等 ， 更聚焦于入脑入心的习惯养成 ， 比

如： 分餐制、 公筷公勺， 文明养宠等等。

全市层面共建共治共享的
爱国卫生运动大格局已形成

推动环境卫生治理转变为社会健康管

理———升级版的爱国卫生运动正切实将 “人

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思想和理念融入文明

实践中 ， 努力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

性、 长期性问题。

漕溪北路与广元西路间的一段华山路，

聚集了商场、 医院、 轨交、 公交等多个人流

密集区域。 以往保洁过程中， 机扫车和洒水

车分别按各自线路行进 ， 难免有疏漏 。 对

此， 徐汇区绿化市容局在徐家汇商圈试点推

行 “链式保洁”， 每组作业车由机扫车打头

阵初步清理， 洒水车对慢车道、 隔离栏、 中

心隔离带花箱底部进行冲水， 随后还有机扫

车跟上再清扫， 减少粉尘污染。

同时， 作业组对华山路商业区的店面分

布、 人流动向进行了系统分析， 划分区域，

做精细化巡保； 确立责任制组长， 对作业质

量进行监督， 衔接好机冲、 机扫的最佳时间

节点， 建立起任务到岗、 责任到人， 相互交

错的常态化巡查立体网络。

全市层面， 共建共治共享的爱国卫生运

动大格局已形成。 市卫健委发布 《上海市民

健康公约》， 成为市民健康科普共识； 市爱

卫会呼吁践行市民健康公约， 进一步改善人

居环境， 强化自我防护意识与能力， 提升健

康素养水平； 市文明办推进实施本市 《餐饮

服务单位分餐管理规范地方标准》。

截至 5 月 ， 上海群防群控共动员社区

7056 个， 发动单位 8540 个， 志愿者参与 15

万余人次， 清理滋生环境 8 万余处； 出动专

业人员 3 万人次， 控制地下积水环境 60 余

万处， 集中消杀面积 2800 万平方米。

今年爱国卫生月期间， 全市共清洁村宅

3000 余个、 清理垃圾 4000 余吨， 解决村民

关心的主要环境卫生问题 8700 多个， 设立

农村宣传阵地 3200 余个， 村民共同参与营

造的良好村风村貌、 养成的健康生活习惯，

都已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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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 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受住了疫情考验 ，

也暴露出短板与弱项。 4 月， 《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 公布， 按下了公共卫生体系重塑升级的启

动键。

连日来， 对照上海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的目标与任务， 杨浦、 徐汇、

长宁等区接连推出区域 “加强版” 公卫体系升级计划。

打造“智慧疾控”，做强区域预警监测体系 区域医疗场景整体重塑，为应急救治预留空间 一插到底横向联动，增强应急事件防范能力

要想更好地防控疫情，必须在思维

上转变，在行动上建立更完备的公共卫

生治理体系。 徐汇区强调“线上、线下”

集合 ，实施医疗信息化建设工程 ，完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实现

“疾控中心—综合医院—社区中心 ”数

据信息实时共享。 同时，徐汇区正加快

完善全区发热门诊与哨点的合理布局

设置 ，构建 “社区初筛—基层首诊—定

点诊治”分级分层的疫情防治网络。

一插到底 ，横向联动 ，织牢织密公

共卫生防线，社区增强公卫应急事件防

范能力至关重要。 作为全市地铁出入口

最多的街道之一，徐家汇街道辖区内每

天通勤人口达五六十万，徐家汇街道党

工委书记林竞君说，今年的疫情也时时

提醒他们 ，在人员 、物资 、观念上的 “准

备 ”都要升级 ，他们将进一步做强 “哨

点”，以社区“发热哨点”为基础，以辖区

内学校 、建筑工地 、养老机构等人群聚

集单位为重点，继续加强属地社区与基

层疾控的联动，开展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协同监测，切实做好“四早”。

“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地理上接

近 、情感上密切 ，对病情及流行病史

更加熟悉。 ”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朱兰表示，作为

基层防控的重要组成，家庭医生只有

更专业、更综合、更高水平，才能真正

做到“平时护健康，战时守平安”。 在

她看来，家庭医生需着重提升五大能

力———公共卫生防控能力、临床识别

筛查和健康服务能力、应急管理处置

能力 、社区协调能力 ，以及舆情信息

应对能力。

上海多区的卫生人士都强调，突

发公共卫生防范与应对不是“卫生”一

家的事， 各部门都要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联防联控，科学防控，不断提高舆

情研判和舆论引导能力， 包括大力推

广疾病防控知识，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引导市民提高医学素养和健康意识。

生鲜如何吃得安心？这些窍门要掌握
六月的江南已经入夏， 并且到了一年

中最闷热的梅雨季节， 此时气温环境非常

利于病菌繁殖滋生， 人们饮食稍有不慎便

容易引起胃肠炎。

常言 “民以食为天”， 任何时候， 食

品安全较之营养 、 口味都是更重要的标

准。 疫情之下， 生鲜食物还能进家门吗？

生鲜食物该如何处理， 如何吃得更安全？

要确保生鲜吃得安心不致病， 不妨掌握这

些窍门。

正规渠道购买生鲜 ，

保证食材新鲜

要明确的一点是， 生鲜可以吃， 但挑

选方法有很多讲究。

首先 ， 市民购买生鲜一定要通过正

规渠道 ， 前往有国家标准认证的生鲜市

场购买食材 ， 确保生鲜食品来源安全 。

其次， 判断生鲜产品的新鲜与否很重要，

要知道海鲜类产品本身含有病毒的风险

就高于其他产品 。 最后 ， 疫情期间市民

仍应坚持错峰买菜， 避免过多人员聚集在

生鲜市场。 购买时也不宜长时间久留， 不

要用手直接触碰生鲜食品。 如需要接触，

不妨准备好一副一次性手套， 以降低污染

风险。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 目前仍处于疫情

防控期， 市民应谨慎购买境外生鲜食品。

目前从全球研究报告看 ， 并没有发现

新冠病毒可以通过食物传播 ， 也没有研究

报告称 ， 水生动物可以感染新冠病毒 。 但

病毒不能通过食物传播 ， 不等于不会通过

物品传播。

境外生鲜一般由冷链配送， 生鲜一旦在

中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停留过久或者遭遇以下

情况， 比如开箱后未得到及时处理， 污染风

险便会增加。 低温无法杀死病毒， 只能将其

暂时冷冻， 一旦解冻， 病毒便会恢复本来的

活性。 此时， 若未及时做好个人防护， 完全

有可能增加致病风险。

处理生鲜要及时，生熟分
开做好手卫生

买回家的生鲜若在室温下存放过久极易

变质、 腐败， 因此要尽量缩短在自然环境中

的时间 ， 马上处理 。 如果生鲜食品当顿食

用， 建议放在专门的盆中； 如果要继续冷藏

或冷冻， 可以简单处理后， 放在专门存放生

鲜的保鲜抽屉或冷冻抽屉中。 比如， 鱼类可

以先将鱼鳃和内脏等部位去除 ， 冲洗干净

后， 根据每次食用的量切割分装， 放入冷柜

内冷藏储存， 这样可以防止反复解冻导致的

二次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 不论冷冻还是冷藏， 都

必须生熟分开。 而且， 食物放进冷冻室时，

要包装严密， 避免互相污染。 必须用至少两

层不透水的包装， 既避免生食中的微生物污

染其他食品， 也避免氧气进入食品当中， 造

成食物氧化劣变。

冷冻的生鲜食物也要尽早食用。 虽然冷

冻食品在零下 18 摄氏度可保存半年以上 ，

但其风味口感都会变差， 营养含量会降低，

脂肪和蛋白质会不同程度地氧化。 尽早食用

既有利于口味， 也有利于营养， 还有利于环

保。 包装上最好写上储存日期， 避免存放太

久被浪费。

接触生鲜的容器、 案板、 刀具、 水池和

包装等， 也都要妥善处理， 避免污染。

如果只有一个水池 ， 那么建议先洗蔬

果， 后洗生鲜。 清洗和分割生鲜的案板刀具

和容器最好是专用的。 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

冲洗生的肉、 禽、 生鲜等， 防止溅洒污染；

切分完成后， 把案板和水池及时洗干净， 有

条件的家庭可以消毒处理。

处理过生鲜的碗盘和筷子， 也要及时清

洗和消毒。 装过生鲜的袋子及时处理， 不要

随手放在桌上、 橱柜上。

处理生鲜的过程， 有一定污染风险， 因

此市民要注意及时洗手， 建议使用肥皂和流

动水洗手至少 20 秒。 而且， 很多水产品带

有致病菌， 处理时一旦手被刺伤， 极易出现

感染。 建议佩戴比较厚的厨房手套操作， 如

果直接用手操作， 处理之后要彻底洗手并消

毒。 还要注意， 没有洗手之前， 不要再触碰

其他食物和容器。

生鲜高温煮熟方可食用，

警惕霉变食物

生鲜食品一定要全熟食用， 诸如生蚝、

三文鱼等海鲜产品不建议生吃， 高温煮熟方

可食用。

一些生鲜食品或未经彻底煮熟食品含有

寄生虫卵或幼虫， 进食后易引发食源性寄生

虫病。 目前， 对人体健康危害严重的食源性

寄生虫有肝吸虫、 肺吸虫、 姜片虫等， 很多

生鲜水产品的体内 ， 也可能携带这些寄生

虫。 因此， 食用生鲜前一定要将食材煮熟、

煮透。

生的鱼肉等食物与其长时间冷冻， 然后

一次一次烹调， 不如及时处理， 一次多做一

些 ， 烹熟后再分装成几份 ， 冷藏或冷冻保

存。 这样既能及时杀灭致病微生物， 避免污

染冰箱 ， 吃起来也更为方便 。 每次拿出一

份 ， 锅里加热几分钟 ， 或微波炉加热两分

钟， 保证食品中心温度达到 70℃即可。

梅雨季节空气闷热、 潮湿， 食物极易发

生霉变， 一旦发现食物外观或味道异常， 应

立即停止食用， 并及时丢弃。

（本报记者 李晨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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