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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化春运分类分级精准管控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记者昨天从

上海 2021 年春运工作动员大会获悉， 今

年春运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首个春运，

将从 1 月 28 日开始 ， 到 3 月 8 日结束 ，

共 40 天。

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 市春运办

要求， 各单位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

保障， 围绕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的总

体原则、 “人物同防、 精准施策” 的指导

方针以及近期发布的冬春季疫情防控要

求， 强化分类分级精准管控， 全力确保春

运防控稳妥有序。

铁路、 民航、 公路、 水路和市内交通

各运输系统要增加客运枢纽和交通运输工

具消杀 、 通风等措施频次 ， 全力做好测

温、 “健康码” 查验和候乘客流引导， 避

免因扫码查验等引起人员聚集。 针对老年

人等特殊人群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

各枢纽场站要安排专项服务通道， 主动提

供线下帮助服务。 机场口岸要持续加强境

外输入人员检疫 、 转运 、 隔离等防控措

施， 切实做到闭环管理。 针对进口高风险

冷链集装箱运输， 相关冷链物流企业要切

实落实消杀和人员防护等防控措施。

春运期间， 除返乡探亲、 必要公务等以

外， 非必要不离沪、 非必要不出境、 非必要

不出入中高风险地区 ， 并严格做好个人防

护， 保持社交距离。 来沪返沪人员应严格?

照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期发布

的冬春季来沪返沪人员 8 条防控措施执行。

据悉， 春运期间， 本市客运一线服务人

员规范佩戴口罩 ， 并督促要求旅客全程佩

戴。 鼓励枢纽场站、 高速公路服务区内餐饮

等经营场所实施分散就座， 减少人员聚集。

铁路、 民航、 公路和水运系统将充分利用网

络等信息技术手段， 进一步拓展线上售票服

务范围。

铁路、 公路系统将统筹考虑疫情防控要

求， 根据情况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开行专

车、 专列， 并根据需要组织开行农民工返乡

和回城 “点对点” 包车运输。

鼓励外来建设者尽量留沪过年
市总工会号召各级工会加强权益保障、开展帮扶慰问

本报讯 （记者占悦） 记者昨天从市

总工会了解到， 为了鼓励引导外来建设者

留沪过节 ， 市总工会下发 《关于加强

2021 年春节期间留沪外来建设者关心关

爱工作的通知》， 号召督促各级工会积极

加强宣传引导、 权益保障， 并开展帮扶慰

问、 丰富节日生活。 据悉， 市总工会鼓励

外来建设者春节期间尽量在上海休假， 非

必要不离沪， 可以通过各种贴心服务与暖

心行动引导激励外来建设者错峰休假、 就

地休假。 其中， 市总工会将向所有春节期

间留沪的外来建设者赠送意外伤害专项保

障 ， 对春节留沪期间遭受意外伤害的职

工 ， 给予最高 2 万元的保障金 。 同时 ，

2021 年上海工会会员公共出行补贴活动

将提前启动， “平安返沪” 上海工会火车

票补贴行动将延长返沪时间、 延迟申报时

间， 以此鼓励错峰离沪返沪。

在此期间， 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将得到

保障。 各级工会将通过与用人单位开展集

体协商等方式， 与用人单位协商息工开工

时间，制定错峰放假和调休计划，督促用人

单位?时足额支付外来建设者工资、 加班

费。同时，还将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为遭遇欠薪的外来建

设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为了增加留沪职工的归属感， 各级工会

将对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外来建设者做好走

访慰问； 对符合帮扶条件的困难外来建设者

及时建档立卡，保障春节期间基本生活；采取

适当方式举办困难农民工、灵活就业职工“点

亮微心愿”专场活动，赠送爱心书包、棉衣棉

鞋保暖衣物、年货礼包等。

市总工会还将依托各级工会条线和会员

服务卡、申工社微信平台、爱心企业，向留沪

外来建设者赠送通讯费补贴、健康医疗补贴、

3000 份影音娱乐大礼包和 5000 份扶贫产品

零食礼包。 市总工会鼓励有条件的工会开展

向留沪外来建设者赠送通讯话费、 流量等活

动，引导鼓励“云端”送祝福。

■本报首席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市教委发布中小学生
寒假安全10条重要提示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 自 2021 年 1 月 23 日起， 本市中

小学开始放寒假， 2 月 21 日寒假结束， 2 月 22 日开学。 昨天，

市教委发布 2020 学年中小学生 10 条寒假安全提示， 其中专门

提到， 要加强疫情防控。 不去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

行， 乘坐公共交通、 乘电梯时要佩戴口罩， 不去人员密集场

所， 外出回家先洗手， 居家时要经常开窗通风， 作息规律、 加

强锻炼、 营养均衡。

10 条寒假安全提示还包括： 遵守交通法规、 注意居家安

全、 注重自我保护、 安全文明上网、 遵守公共秩序、 防范溺水

事件、 遵守烟花爆竹燃放规定、 理性参加培训活动、 学会情绪

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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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1 8 2 9 0 1+12

一等奖 1 5000000 元

二等奖 6 118024 元

三等奖 21 3000 元

四等奖 1436 500 元

五等奖 25641 30 元

六等奖 784825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38086849.46 元

排列 5 ? 2101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5 9 9 7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 2101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5 9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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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急救业务请拨打962120
上海新增10辆康复出院转运车，市医疗急救中心呼吁：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当前， 上海

正处于冬季急救业务高峰时期， 相应的康

复出院服务需求也较平时更显繁忙。 记者

昨天从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获悉， 为进一

步增加服务运能，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自

1 月 15 日起新增 10 辆 “962120” 康复出

院转运车， 以不断满足市民对非急救服务

的需求。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也再次呼吁

大众： 非急救业务请拨打 “962120”， 勿

占用 “救命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 ， 本次新增的 10 辆

“962120” 康复出院转运车上的 20 名急救

辅助人员 ， 首次探索社会化购买服务方

式。 经一个月的从业人员上岗前培训与考

核， 20 名急救员均能熟练掌握基础急救

技能与抬抱服务技巧， 完全能适应急救辅

助岗位的需要。

市医疗急救中心表示 ， 新的用工方

式， 对有效提升非急救运能是一次有益尝

试， 有望缓解目前冬季业务高峰与春节前

这段时期非急救服务等候时间长等问题，

更好地为市民提供康复出院服务。

记者了解到， 本市的 “962120” 康复

出院专线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正式开通，

标志着本市院前急救分类救护模式的正式

实施 ， 急救与非急救业务实现了完全剥

离。 “962120” 开通后， 市民出院回家可

提前一天预约获得明确时间段的服务， 大

大减少了患者和家属的等待时间。

同时 ， 非急救业务的独立运行也为

“120” 急救系统减负， 全市急救资源的利

用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急救平均反应时间

快速缩短、 并稳定在 12 分钟内， 市民的

生命安全与急救保障能级又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提醒， 广大市民

和出院患者， 如果需要康复出院服务， 一

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拨打 “962120” 康复出院

专线进行预约。 “962120” 电话接通后会有

调度员采集患者相关信息， 进行受理确认与

登记 。 建议优先使用手机呼叫 “962120”，

因为受理确认、 车辆信息、 服务评价等都将

通过短信功能实现。

另外， 请病家在完成 “962120” 呼叫受

理后， 保持手机畅通， 便于接受服务信息确

认与联系， 预约系统会在提供服务前通过短

信告知， 以便预约者做好出院准备。

年夜饭外卖走热，供应门店同比增三成
在家吃年夜饭需求激增，沪上餐饮企业创新供给模式

既有绿波廊、 新雅、 大富贵、 杏花楼

等中华老字号餐饮品牌， 也有和记小菜、

丰收日、 谷谷鸡等餐饮连锁品牌……今年

加入年夜饭外卖服务的餐饮企业数量大

增， 提供的套餐服务也更多了， 这是记者

从市商务委昨天召开的 2021 年年夜饭外

卖工作新闻通气会获得的信息。

根据最新疫情防控要求， 上海鼓励市

民群众在沪过春节 ， 尽可能减少人员流

动， 在家吃年夜饭的需求因此激增。 市商

务委联合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昨天公布首

批有外卖资质、 有品牌、 有信誉的 43 家

年夜饭外卖餐饮企业 434 家门店名单， 为

市民群众提供半成品、 成品供应保障， 帮

助大家把 “饭店搬回家， 美味搬回家”。

年夜饭堂食“大咖”成
外卖生力军

往年， 在杏花楼吃一顿年夜饭是很多

上海家庭的选择。 今年春节， 那些到店才

能吃到的美味佳肴， 同样可以在家享受。

“冷冻方便菜是今年春节期间新推的系列，

我们一共推出 4 个套餐， 共有 20 多个菜

品， 同时推出随心配服务， 方便消费者个

性化选择。” 杏花楼餐饮副总经理智静告

诉记者， 作为外卖生力军， 杏花楼的冷冻

方便菜系列已在线上线下同时推出， 通过

顺丰冷链配送， 苏浙沪消费者下单后 24

小时就可送货上门。

豫园餐饮集团旗下的中华老字号上海

老饭店今年也加入 “年夜饭外卖” 行列，

今年围绕 “拳头产品” 八宝鸭推出三款套

餐， 分别适用于 3-4 人、 6-8 人、 10-12

人需求的在家年夜饭聚餐。 老饭店相关负

责人表示： “目前我们的套餐已在东方购

物、 天猫、 企业小程序上有售， 后续将在

叮咚买菜、 盒马鲜生等平台上线， 方便消

费者选购。”

市商务委二级巡视员赖晓宜介绍， 今

年春节上海年夜饭外卖市场的供应门店明

显更多， 餐饮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创

新供给模式， 部分原先只做年夜饭堂吃的

餐饮品牌已纷纷加入年夜饭套餐外卖队

伍， 如宝燕壹号、 上海 1 号、 兴国宾馆、

衡山臻、 老盛昌、 谷田稻香等餐饮品牌， 都

推出了年夜饭半成品套餐或特色套餐。

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金培华透

露， 今年参与年夜饭外卖的餐饮门店相比去

年增加约 30%。 ?目前的订单预计 ， 今年

年夜饭市场较去年同期增长 8%， 其中半成

品市场销售额预计增长 20%， 可有效补充

春节线下流动减少带来的需求增量。

一人食、小家庭也能感
受年夜饭仪式感

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昨天发布 2021 年

春节前后半成品套餐、 成品套餐、 特色单品

供应信息。 434 家年夜饭餐饮外卖门店， 可

提供 131 款半成品 、 成品套餐 ， 既有本帮

菜、 粤菜、 淮扬菜、 徽菜等菜系套餐， 也有

特色糕点、 熟食、 腊味、 砂锅等各类特色套

餐 ， 餐饮企业精选点单率最高的 “爆款 ”，

最大程度还原 “名家精华”。

记者注意到， 为满足在沪过年外来务工

人员对于年夜饭的需求， 今年年夜饭外卖供

应增加更多 “一人食 ” “小家庭 ” 套餐选

择， 让所有在沪人员都能体验年夜饭的仪式

感。 从提供消费选择的 131 款半成品套餐的

结构看 ， 提供家庭 8-10 人消费占比 50%，

3-6 人小家庭占比 35% ， 单人消费占比

15%。 赖晓宜介绍： “无论是一人食、 二人

世界、 三口之家， 还是 10 人以上的大家庭，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款式。”

在 131 种套餐中， 75%都是工厂生产 ，

可确保质量安全 。 金培华表示 ： “餐点通

过-18℃急速冷冻保存 、 全冷链物流配送 ，

在家简单烹饪后， 就能还原出美味。”

年夜饭半成品送到家 ， 是否会给烹饪

“小白 ” 出难题 ？ 多家餐饮企业告诉记者 ，

今年的套餐中都贴心安排了教学视频， 方便

边看边学。 丰收日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邱艳表示， 企业推出的套餐， 连锅带菜

全部配齐 ， 可直接加热 。 根据视频教学手

册， 新手只需 30 分钟就能完成一桌 6 到 10

人的年夜饭。 鸿瑞兴相关责任人表示， 今年

推出的年夜饭套餐大都是快手菜， 只需 2 到

5 分钟就能烧好一道菜， 每道菜的外包装也

都附有二维码， 扫一扫就能看视频， “我们

预计节前能生产 2-3 万套产品 ， 目前实际

预订量已经过半”。

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 ）日前 ，2020 年度

上海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月总结会暨第十七

届辅导员论坛举行，总结展示 2020 年度上海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月工作成果， 颁发了第

十七届上海高校辅导员论坛征文活动、 第九

届上海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2020 上海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及提名奖的荣誉奖项。

复旦大学朱峰等 10 人获 “2020 上海高

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荣誉称号，上海交通大学

季自军等 10 人获 “2020 上海高校辅导员

年度人物提名奖” 荣誉称号。 值得一提的

是， 同济大学张桁嘉获评教育部第十二届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东华大学魏金婷、

华东理工大学吴婷分别在第八届全国高校

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中取得了一等奖和二等

奖的优异成绩。

近年来，上海市教卫工作委员会、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不断完善选拔、培养和激励机制，

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向

纵深发展。在建党百年到来之际，上海将进一步

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实践，聚焦“科学化管理、精细

化育人、专业化培养、国际化视野”的建设思路，

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

律严、人格正”的辅导员队伍。

自 2012 年起，上海市高校开展“上海高校

辅导员队伍建设月”系列活动，推动辅导员队伍

持续、健康发展，今年已是第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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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执一叠流调表， 全副武装的医

务人员站在上海市肺科医院门诊前的

帐篷中， 对进入人员一一提示， “不

会用手机， 可填写纸质版表格。 如需

帮助， 请告知。”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

测温、 流调一个不能少。 然而对于年

轻人来说， 只需轻而易举 “扫一扫、

填一填” 的操作， 对一些老年人来说

却是难关。

疫情之下互联网医疗开启加速

跑， 为提高诊疗效率打开更多可能。

但另一方面， 不少经常跑医院的病家

是老年人。 如何让老人的 “慢速度”

跟上互联网的 “快时代”？ 日前， 国

务院已公布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帮助

老年人越过 “数字鸿沟”， 各大医院

也纷纷奔跑起来。

记者近日在实地走访发现， 沪上

不少医院的门急诊已完成新一轮调

整， 在门诊区域新增各项助老特色服

务， 助力老年患者便利就医。

面对一排机器，如何让
老年患者从“怕”到“不怕”

上海市肺科医院前段时间做过一

个调研 ： 来院就诊的老年患者中

88.5%知晓自助服务机， 但近 40%却

从未使用过。 这个调研数据“点”到了

如今很多老年患者在就医时遇到的问

题。 医院该怎么办，破题有硬招吗？

在肺科医院门诊一楼自助服务区

的 “老年患者助约服务点”， 76 岁的

李老伯拿着社保卡刚来到自助机前，

穿着 “蓝马甲” 的引导员就主动上前

服务， 边操作边讲解， 1 分钟不到就

协助完成了老人下次复诊的预约服

务。 拿着预约单， 李老伯连声说了好

几句 “谢谢”。

“老人家对于新事物似乎总有一

种畏惧心理。 ”只要有空，肺科医院院

长艾开兴总会穿上“蓝马甲”，加入志

愿者的队伍。和其他志愿者一样，只要

看到老年病家拿着智能手机， 他总会

耐心地教他们下载医院 App， 盯着老

人完成添加“关注”、个人信息注册等

一系列“动作”。 “这样麻烦一次，今后

就能方便很多次”。

目前 ， 上海老龄化比例已超

35%。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减轻

老年患者就诊过程中的无助感， 在沪

上不少医院， 目前最管用的方法就是

增派人手、 为老服务。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注册志

愿者已达 6000 余人 ， 平均每年有

5000 余次志愿者前往门急诊进行为

老服务 。 上海市肺科医院直接提供

“一站式” 通柜服务， 给老年患者提

供人工门诊预约、 检查预约以及病史打印等便民服务。

不少老年患者直言，“有人帮助，我们就再也不‘怕’这些冷冰

冰的机器了。”从“怕”到“不怕”，差的也许就是一个善意的笑容，一

句温暖的提示。

再造服务流程，在制度设计上贴近老年患者

去年底，在上海松江区泗泾医院，医院门急诊入口处新设了

“卡码合一”健康码核验系统。 只需刷一下身份证、医保卡，无需

后续操作， 系统就可随时显示个人随申码信息。 这一小小的变

化，大大解决了他们的“通关”麻烦，减少了等候时间。

业内专家强调， 一方面， 医院可以通过增派志愿者、 增加

为老服务的力量， 协助老人学会使用智能设备， 赶上 “快时

代 ”； 另一方面 ， 各界也应尊重老人的意愿 ， 在制度设计上

“等一等” 老年患者。 此时， 就需要通过再造服务流程， 协助

老人顺利就医。

记者发现， 沪上不少医院目前均在门诊挂号收费窗口设有

“80 岁以上老年患者专用照顾窗口”， 更多医院也正通过加大

标识字号、 增设醒目标志等方式， 从位置、 标识、 服务内容等

方面做出改进和优化， 更加贴近老年患者的需求。

上海市肺科医院的 “便民服务中心” 也正向着多重助老功

能转变， 人工轮椅租借、 老花镜、 雨伞、 陪检等服务陆续推

出。 对于住院的老年患者， 责任护士也会协助他们使用电子

屏查询住院费用， 避免老年患者至人工窗口排队查询住院费

用； 同时帮助他们完成自助出院结账， 无需患者及家属排队

结账。

医院管理上的一点变化， 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许体会不深，

但对于常去医院的老年患者而言， 当他们走进医院的那一刻，

不再看着一排排机器而感到茫然无助时， 他们心里感受到的是

温暖。 而这种暖心、 温馨的场面也是一种反馈： 如此流程再

造， 即便麻烦一点， 也绝对值得！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120”调度指挥中心内接线调度员们 24 ?时执勤，为市民群众提供服务和帮助。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