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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春运”：防疫更严格，服务更细致
浦东机场严格执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和“人物同防”“客货分离”要求

2021 年春运拉开帷幕， 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 ， 如何让旅客来去安心 、 放

心 、 温馨和舒心 ， 浦东机场做足了功

课。 昨天上午， 记者来到浦东机场 T2

候机楼 。 相较往年 ， 今年进出港客流

有明显下降 。 浦东机场严格执行 “外

防输入 、 内防反弹 ” 防控策略和 “人

物同防 ” “客货分离 ” 的防控要求 ，

科学 、 精准 、 规范落实消毒 、 分离和

员工防护工作 ， 同时改进服务细节 ，

提高旅客满意度。

疫情防控全闭环

进入航站楼区域人员 100%红外测

温、100%佩戴口罩， 出发旅客进入安检

待检区还需进行一次红外测温，在登机

口登机前航司 100%查验登机旅客健康

码。 乘坐国内航班抵沪旅客都将进行红

外测温和查验健康码，机场还设有主动

申报点。 旅客如遇到健康码信息或红外

测温异常，将被引导至附近医学观察点

作进一步检查，根据查验情况分门别类

处置。

机场安检旅检六科副科长孙军介

绍，出发旅客在过检时均采取一检一消

毒举措，对直接接触旅客的检查设备每

次查验后均消毒，对安检通道和置物筐

定时消杀，还为需要脱鞋检查的旅客提

供相关一次性用品。

机场对候机楼内手推车 、 值机柜

台 、 洗手间 、 座椅 、 捷运列车等旅客

进出动线和密切接触的设施以及空间

环境保持高频次、 常态化消毒全覆盖。

T2 出发层已增设消毒机器人， T1、 T2

国内到达区域增设手推车紫外线消毒

设备 。 楼内空调系统已加装紫外线消

毒灯， 供暖同时开启全新风模式。

贴心服务全流程

目前，机场临时乘机证明系统（自助

机）共设立 39 个点位，覆盖了主楼及卫

星厅所有安检通道、办票柜台，忘带身份

证的旅客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按照提示

步骤，就可在机器上快速完成申请，并在

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中刷脸通过。

据航站区现场运行值班长史志瑛

介绍， 浦东机场对 60 岁以上无人陪伴

老人以及孕妇、 残障人士等特殊旅客，

免费提供出发全流程手推车服务， 提前

拨打服务热线，即可全程提供优先办票、

优先通关、优先安检、优先登机等服务。

机场 T2 安检南区还试点推出了特

殊检查室，为残疾人及其他行动不便的

旅客提供独立、私密的安全检查空间。

同时，浦东机场已全面实施进出港

旅客健康码查验措施。

新增三病例仍在原传播链上2 月 3 日零时至 24 时，上海报告 3

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 月 4 日 18

时起，将昭通路居民区（福州路以南区

域） 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 在昨

天举行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 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

成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

凡介绍， 目前与新发病例相关人员均

在隔离管理中， 1 月 21 日昭通路居民

区 （福州路以南区域 ） 发现确诊病例

后， 居民区内的居民已全部运送到隔

离点进行集中隔离管理 ， 现在隔离期

满， 因此该地区调整为低风险 ， 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介绍 ，

新增 3 例病例中， 病例 1 常住黄浦区，

系确诊病例的密接者， 1 月 21 日已被

集中隔离观察， 其间出现症状； 病例 2

常住宝山区， 系确诊病例的密接者， 1

月 22 日已被集中隔离观察， 其间出现

症状； 病例 3 常住黄浦区 ， 与确诊病

例同住一小区， 与其有可疑接触史， 1

月 21 日已被集中隔离观察， 其间出现

症状 。 综合流行病学史 、 临床症状 、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 ， 经

专家组会诊 ， 诊断为确诊病例 。 这 3

例病例相关接触人员均已落实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 对病例曾活动过的场所

已进行终末消毒。

目前， 上海共有 21 例本地确诊病

例， 均已在市公卫中心接受隔离治疗。

吴凡表示， 就病例本身而言 ， 这 3 例

病例均在原先划定的重点管控人群中，

且是在隔离期间经过主动检测发现的，

“这些病例发生于原先的高风险人群中，

仍在原传播链上 ， 没有突破这条传播

链”。 这意味着， 目前疫情总体风险是

可控的。

目前， 与新发病例相关人员均在隔

离管理中。吴凡表示，相关部门已对这些

重点人群再次确定人群分类管理的后续

措施。按照规范要求，对病例涉及的相关

人员按照规定继续隔离管控和排查。其

他人员隔离期满后， 如果核酸检测结果

阴性且没有异常表现，便可解除隔离。

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西院区）和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徐汇院区）均

已具备恢复日常医疗服务的条件。仁济

医院（西院区）将从 2 月 8 日起恢复日

常医疗服务，肿瘤医院（徐汇院区）将从

2 月 9 日起恢复日常的医疗服务。2 月 6

日起， 两个院区开始恢复预约服务。邬

惊雷介绍，目前两个院区正在为恢复正

常医疗服务进行一系列准备。

牢记“三件套”“五还要”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春节期间人

员流动增加，此时风险比较大。“我建议

大家把这几句话背出来，脑子里过一遍

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在昨天举行的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

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 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提醒大家，要

牢记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防

疫“三件套”和口罩还要戴、咳嗽喷嚏还

要遮、 社交距离还要留、 双手还要经常

洗、门窗还要尽量开等防护“五还要”。

春节出行， 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在

遵循“三件套、五还要”的基础上，大家

记住务必戴口罩， 最好能够戴手套。在

出行排队、等候的过程中，尽量保持社

交距离，不要拥挤。到了目的地后，最重

要的是养成洗手习惯。“记住放下东西

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手。”吴凡提醒，出行

前，别忘为防疫加“码”———健康码，尤

其是老年人，出行前不妨先将绿码截屏

保存，以备不时之需。

在外出购物时，一定要规范佩戴口

罩，不要因为觉得闷，将口罩拉到鼻子

下面，这相当于没戴。在购物过程中，可

以戴副手套， 挑东西时尽量不要上手，

如果确定需要， 可以请服务员拿过来。

市民不妨随身携带一瓶免洗手消毒液，

随时做好手卫生。 有些商场有自动扶

梯，市民上下搭乘难免扶一把，吴凡建

议，大家还是尽量戴上手套。

“愿我的留守，能为城市多添一分暖意”
今年春节，部分留沪过年人员将继续坚守在各自岗位上———

家政服务、餐饮配送、汽车养护，这些

是生活中的日常， 也是城市呼吸吐纳的必

需。今年春节，留沪过年的外来务工者明显

增多， 对城市运行最基本的要素也提出了

更多需求。 部分留沪人员将留守在各自的

岗位上，为这座城市的有序运行尽一分力。

他们虽互不相识，却都抱着同一个朴

素的想法———愿我的留守，能为这座城市

多添一分暖意。

家政服务员钱玉荣
工作之余好好看看这座城市

春节前两周，是家政服务最繁忙的节

点。 “悦姐”钱玉荣每天的日程都排满了，

一天三到四户人家，从早忙到晚。最近，客

户都会抛出同一个问题：“阿姨你今年春

节回老家吗？ ”钱玉荣摇摇头：“今年不回

去啦，留在上海过年。 ”听到这句话，客户

总是面带喜色：“阿姨你能在，太好了！ ”

一句“你能在，太好了！ ”让钱玉荣有

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扫走了就地过年的

一点不适感。 钱玉荣说，这是她在上海工

作的第五个年头， 但留沪过年是头一回。

往年，她和丈夫总会在节前一周回安徽老

家，与家人团聚吃年夜饭是家乡传统。 去

年回家后，疫情让返工不畅，她在家里一

待就是三四个月，“格外想念上海”。

今年春节，响应“就地过年”号召，钱

玉荣夫妇俩几经考量，决定留在上海。“我

服务的家庭今年大都在上海过年，春节期

间都有定期打扫卫生的需求，还有很多新

单子进来。”钱玉荣说，今年她会一直工作

到大年夜，然后稍稍休息几天，从正月初

四开始继续工作。

难得的春节假期， 钱玉荣已为自己排

好了“节目表”，其中，大年夜和共同留沪的

亲戚一起吃年夜饭。在上海工作多年，她一

直忙忙碌碌， 不曾好好看看这座她为之贡

献的城市，这次希望能了却一下心愿。

快餐外送员高长陆
做一颗发光发热的螺丝钉

快餐连锁巨头麦当劳在上海约有

270 家餐厅，其中打浦桥门店因为保持多

个外送单量纪录而声名在外。该店共有 27

名外送员，来自全国各地，往年大半员工回

家过年，但今年基本上都选择了留沪。春节

期间，门店不打烊，外卖服务一如平日。

高长陆是打浦桥店外送组组长，独自

一人来沪打拼。 他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孩

子都在河南老家，平日里沟通全靠微信和

视频，因为工作繁忙，高长陆每年只能回

家一两次， 其中一次就是春节。 经历了

2020 年， 很多人都格外看中家庭团聚的

意义， 他今年本来已盘算好早点回乡，但

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上海。

留沪过年， 高长陆更准备坚守岗位，

做一颗发光发热的螺丝钉，守护这座城市

的有序运行。 根据门店预测，今年上海等

一线城市“就地过年”的人数明显增多，加

上减少人员聚集，餐饮外卖需求肯定有所

上升。 高长陆已准备好大年夜继续上班，

“如果我的留守， 能为更多人送去暖意服

务，那就值得”。

外送员留了下来， 门店也做好了准

备。 “今年餐厅已为我们留沪的外送员准

备了年夜饭，大家一块吃个饭，抢个新年

红包，我还挺期待的。 ”高长陆说。

汽车养护平台 IT经理刘超
往年“云值班”，今年在岗位

在 “云工作” 这件事上， 刘超觉得

自己和别人是反的。 往年春节期间， 汽

车保养需求降至一年最低水平， 作为途

虎养车的 IT 经理 ， 他只需远程 “云值

班” 监控即可； 但今年， 他的不少朋友

春节都 “云值班”， 他却留沪过年， 同时

坚守岗位， 成了春节值班组组长。

从在老家 “云值班 ”到在沪 “到岗值

班”，背后是上海消费市场需求模型的变

化。 刘超解释，往年汽车保养业务春节前

后是高峰，中间时段则是低谷。 而从目前

趋势看，节前汽车保养未出现高峰，意味

着保养需求可能在节中释放。 因此，最近

他忙着做应急预案、调参数，通过系统优

化帮助技师快速为用户提供合适的保养

服务。

刘超说， 他的父母、 孩子都在上海，

往年春节前， 一大家子都返回家乡徐州，

今年就准备五个人一起吃顿团圆饭 ，

“现在科技也发达了， 大年夜准备和老家

的亲戚视频拜年， 等春节过完了， 再抽

空回去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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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节不回家，很多小伙伴已经摩拳擦掌，开始

准备丰富的食材，展现厨神风范。那么在这个传统的节

日里，我们如何营养健康地吃吃喝喝，提高免疫力，抵

御病毒侵袭？上海市卫健委食品处营养专家教你几招，

让你的春节菜谱好吃又健康。

吃对蛋白质塑身又健康

春节期间“硬菜”少不了，但并非所有的大鱼大肉

都是优质蛋白质，不注意选择很可能就会“每逢佳节胖

三斤”！哪些食物中含有优质蛋白质呢？

一般来说，鱼虾类、瘦禽畜肉（鸡鸭猪牛肉）、蛋、奶

和豆类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2020 年中国营养学

会专家工作组列出了排在前十名的 “优质蛋白质十佳

食物”，分别是鸡蛋、牛奶、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

肉、瘦羊肉、瘦猪肉、大豆。

在春节这个重要的传统节日，鸡鸭鱼肉虽好，但也

要适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成年人每天

吃鱼虾、畜禽肉类总共 40-75 克，大概一个手掌的大

小；鸡蛋一个；鲜牛奶一杯；再加点豆制品。可通过适当

多吃点鱼虾类和禽类，这样可以控制脂肪的摄入。

注重补充这几种微量营养素

春节守岁熬夜，睡眠不规律难免会降低抵抗力，维

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C、?等是微量营养素中的

“免疫力先锋”，一定要注重补充，家庭年货清单里不妨

优先备足这些食物：

■ 富含维生素 A 及维生素 A 原的食物： 肝脏、红
黄色和深绿色的蔬菜和水果（如胡萝卜、西蓝花、菠菜、

甜椒、南瓜、柑橘类、芒果等）。

■ 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植物油、坚果、种子类、

豆类等。

■ 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新鲜的蔬菜水果，如辣
椒、番茄、油菜、卷心菜、芥菜、枣、樱桃、石榴、柑橘、柚
子、草莓等。

■ 富含锌的食物：牡蛎、蛏干、扇贝等贝壳、海鱼
等海产品；牛肉、羊肉及其内脏；蛋类、豆类、谷类胚芽、

花生等。

琳琅满目的零食，一定要学会选择

这个春节走亲访友和聚会少了， 宅在家难免会想

吃零食。但别忘了，零食还得“零着吃”，别把零食当主

食。在零食界，还有一个“健康吃”的序列：

■ 推荐吃的零食：新鲜水果、可生吃的蔬菜、原味
坚果；

■ 适当吃的零食：加工坚果、饼干；

■ 限量吃的零食：各种糕点、糖果类、蜜饯、膨化
食品等。

饮料酒水不能少，能喝多少要知道

逢年过节，饮料酒水也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元素。关于餐桌上的酒

水，知道他们的“前世今生”，掌握摄入尺寸。

碳酸饮料、果汁饮料主要成分就是水、糖、色素及香料，维生素和矿

物质匮乏，不属于健康食品，建议少量饮用。

鲜榨果汁虽然比果汁饮料的营养价值要高， 但榨汁过程去除了水

果纤维，加之高速旋转的刀片会把细胞全部破坏，导致水果中部分膳食

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大打折扣。所以，建议适量饮用。

奶制品里，牛奶、酸奶的营养价值很高，建议经常饮用。

中国人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能助兴也能伤人，节日亲朋相聚，饮

酒还须适量。高度白酒成年男性每天少于 1 两，女性少于半两！

避免节后“胖三斤”，适量运动不能少

春节期间不仅容易吃多，还会因为看电视、玩手机电脑等减少活动

量。为此，还要主动增加活动量。建议节日期间可以通过快走 1 小时、太

极拳 40-60 分钟、瑜伽 40-60 分钟、骑车 40 分钟等活动让自己“有效

动起来”，并持之以恒，把天天运动变为健康好习惯。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首席记者 徐晶卉
实习生 傅吉婧

减税降费“红包”暖心 留沪过年“菜单”贴心

为服务好就地过年的留沪工作者，上

海各大商家积极推出多项暖心举措，税务

部门也主动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各行各

业送上减税降费“红包”，税企合力，让留

沪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度过一个

健康祥和的新春佳节。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进一步落实落细税

费优惠政策，创新“非接触式”纳税服务新

举措 ，把一笔笔减税 “红包 ”精准送到企

业，助力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祥和过好年。

餐饮企业经营有底气，“宅
生活”选择更多

双宝牛腩、清炒虾仁、鲍汁山珍、清蒸

大黄鱼，再配上福禄八宝饭……这可不是

饭店里的大餐，而是在家里就可以轻松搞

定的年夜饭。上海老饭店今年推出三款年

夜饭半成品套餐，让厨房“小白”也能烧出

极具仪式感的年夜饭。

上海老饭店财务负责人陈海燕说 ：

“去年的疫情使我们餐饮企业陷入前所未

有的困境，特别感谢国家及时出台了多项

税收优惠政策，税务部门主动上门进行申

报和开票辅导，帮助我们正确开具免税发

票。全年下来，共有超过 3900 万元的销售

额免税，大大减轻了经营压力。 ”

单身打工者在上海的春节 “宅生活”

也同样不会冷清。哔哩哔哩（B 站）计划推

出“bilibili 拜年纪”，邀请众多 Up 主共同

参与，把一年的创作能量和潮流精华凝聚

在拜年节目中。 B 站税务负责人余小菁

说：“2020 年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但税负

没有上升。旗下多家企业分别享受到加计

抵减优惠政策 2274 万元、 留抵退税 292

万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3.57 ?元，手握

减税红利，趁着‘宅经济’东风，我们将大

力发展线上文化产业。 ”

享受贴心服务，市民过节
更有获得感

随着越来越多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

选择“就地过年”，春节期间网购需求将大

大提升，中通快递 1 月 12 日就发布了“春

节不打烊”的服务公告。 “从往年来看，春

节业务量会有所下降，但今年受到疫情和

过节方式影响， 业务量应该会有大幅变

化。 ”中通快递青浦区练塘镇网点的快递

小哥周仕林表示， 今年和他一样主动放弃

回乡团聚、选择坚守岗位的同事还有很多。

中通快递税务负责人朱菊梅说：“要

真正做到‘春节不打烊’，除了做好资源协

调工作之外， 人员成本上的投入也不小。

多亏了减税降费来‘撑腰’，去年我们享受

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

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这一政策，免交增

值税 5900 余万元。 现在正是我们把这份

政策红利回馈给社会大众的时机。 ”

“就地过年” 减少了城际间的人员

流动 ， 而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面临考验 ，

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为春节假期

市民出行做足了准备。 “为了确保司乘

安全， 我们通过智能车载终端检视司机

口罩佩戴情况， 提醒司乘做好安全防护，

并按照 ‘应种尽种’ 原则组织驾驶员进

行疫苗接种。” 上海强生出租汽车财务负

责人徐晖说， “去年疫情对公司的现金

流造成巨大压力。 好在全年我们免征增

值税 652 万元， 获得困难企业稳岗就业

补贴 319 万元， 还享受社保减免 929 万

元， 这一揽子优惠扶持是我们渡过难关

的坚强后盾。”

■本报记者 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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