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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健康码越来

越像一张“动动手指头”就能拥有的数字通行

证。 然而，对不少老人而言，要学会在智能手

机上调出绿码并不容易。如今，一种更接地气

的“数字新装备”正在沪上加速普及，帮老人

更方便地获取“数字通行证”，从而为跨越数

字鸿沟、 建设更有温度的数字之都树立了一

个范例。

入院不见“手忙脚乱”

春节长假前的最后一个门诊日， 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门诊综合楼内秩

序井然。不少前来就诊开药的老人，拿着身份

证或是医保卡，在一台机器前刷一下，几秒钟

工夫， 屏幕上就显示出绿码， 人随即就被放

行。 73 岁的余老伯是来配鼻炎药的。 他告诉

记者， 这台可以刷卡显示随申码的机器非常

好，“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就应该这样，网

上不太会弄”。

这台机器不仅给病人带来方便， 对院方

负责出入口管控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如此。

门诊楼的安保人员告诉记者， 自从今年 1 月

添置了这台机器，他们的工作量便大大减轻，

通行效率也显著提高，“来医院就诊的老人比

例很高， 过去门诊大楼入口总是有很多人手

忙脚乱地掏手机。有了这台机器，进出的速度

大大加快了”。 目前，新华医院已在门诊综合

楼、 口腔皮肤科楼等老年患者最集中的地方

布设了这种“防疫一体机”。 儿科楼因为孩子

常常是由祖辈陪同前来就诊，也配置了一台。

从App到“一体机”

“防疫一体机”是上海帮助老年人跨越数

字鸿沟的一个新尝试。去年 6 月，第一台设备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试用，目

前已逐步推开到全市近半数医院。 之所以赢

得“一体机”的口碑，是因为它占地不到半平

方米，却兼具身份识别、随申码调用、红外线

测温、核酸报告读取等多个功能，涵盖就医住

院必须提供的关键防控信息。 病人只需一次

刷卡、验证无误，就可以“码上通行”；而下一

代的升级版， 很可能具备读取本人新冠疫苗

接种情况的功能。

牵头研发这台设备的上海万达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健康云事业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一

体机”的学名是“健康码智能校验系统”，它背

靠的正是为上海数千万随申码用户赋码的

“健康云”和“一网通办”系统。 老人使用身份

证或医保卡后，就会自动关联到后台数据，并

实时赋码。由于个人信息流动不会超出“健康

云”和“一网通办”范畴，因此，用户也不必担

心个人隐私泄露问题。

实际上，“防疫一体机”的诞生，是一次 C2B（从用户到企业）的创新

实践。去年四五月间，承担“健康云”建设与运营任务的万达信息公司收到

医院反馈，为帮助老年患者快速通关，决定投入研发。最初的产品，其实是

一个应用于平板电脑的 App， 它能让防疫人员根据病人身份证号读取

随申码。 很快，他们将这款 App 内置于新研发的硬件中，推出一体机。

去年 6 月在市六医院试用后， 门诊入口的防控人员很快就减少了

四分之三， 入院排队现象同步缓解。 随着越来越多医院到市六医院取

经，目前全市已有 300 多个场所安装了近千台一体机，累计通行近 1000

万人次。 除了医院，它还进入了部分行政服务中心、商场、展会、景区。

跨越数字鸿沟将有“上海方案”

能否避免让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被抛下，事关上海践行“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以及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大计。市

经济信息化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正在筹划化解数字鸿沟的“上

海方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传统服务渠道的改造。

跨越数字鸿沟，需要发挥社会的力量，同时要因地制宜。 “一体机”

之所以能快速推广，一方面是抓住了患者的痛点，另一方面也高度契合

场景的特点———前往医疗机构就医开药的老人， 至少会随身携带一张

医保卡，因此，刷卡读码不会成为额外“门槛”，也符合老人的习惯。这就

为打造一个无需手机、无感融入的数字生活入口创造了条件。

据透露，作为国内首个无需手机的健康码读取技术方案，上海研发

的“防疫一体机”已在长三角以及天津、湖南、四川、西藏等地全面启用，

与当地的健康码系统对接，为老人群体服务。

一只超短保质期八宝鸭，
折射年货健康消费新趋势

为了让消费者在春节期间吃上更新鲜健康的年味熟食，
沪上食品生产基地全力保供应拓需求

位于松江区南乐路上的第一食品生

产基地， 今年春节假期依然在快速运转

着。 这里出品的上海大红肠、 麻鸭八宝

鸭、白切羊肉以及年货礼盒，每天都会被

送往盒马鲜生长三角区域以及盒马 X

会员店，是很多消费者青睐的年味熟食，

供不应求是这两年春节期间的常态。

“今年春节 ，我们的出货量比去年

同期提升近 25%。 ”第一食品生产基地

副总经理谢志海用 “很忙 ”来形容最近

的工作状态。 忙碌背后，折射出市民对

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过去，很多春

节礼包内的年货 ， 保质期大多为 9 个

月，工厂可以提前加工备货，而如今，很

多消费者更倾向超短保质期的年味熟

食 ，健康消费趋势明显 ，为生产基地带

来年货新机遇。

健康消费唱主角，为市
场需求而忙碌

一大清早， 生产车间就开始准备生产

麻鸭八宝鸭。 麻鸭先腌制入味、上油起色、

入蒸烤箱去除水分，其间还要准备辅料，火

腿、干贝、鸭胗 、板栗 、香菇等食材在半熟

状态下切成一厘米丁状，与七成熟糯米混

合 ，塞入鸭腔 ，然后要把整只鸭用荷叶包

紧 ，裹上铝箔 ，再入蒸烤箱烹制 5 小时才

完工……从投料到成品出炉，需要经过 30

道工序、经历 48 小时。

谢志海说， 早年这道菜只有在上海老

饭店等餐厅里才能吃得到。近年来，伴随消

费升级，保质期 15 天甚至 7 天的年味越来

越受追捧，“我们工厂春节期间赶制年味熟

食， 都是为当下市场需求而忙碌”。

茛 下转第二版

“原年人”为中国冰雪健儿保驾护航
上海体院科研团队春节留队留校，为“科技冬奥”选择坚守

距离开幕不足一年时间，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和备战工作已进入

冲刺阶段。从2月16日起，作为冬奥测

试赛的“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

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比赛就将在

延庆赛区上演。

在倾力备战的冰雪健儿身后，一

支来自上海体育学院的 “冬季项目运

动员技能优化关键技术研究”团队，在

争分夺秒地为各项目国家队提供科技

攻关和科技支撑服务。这个春节里，团

队中的一些成员选择原地过年， 为疫

情防控减压，为“科技冬奥”坚守。

“能有机会为运动员提升成绩、为

国家举办这样一届盛会， 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 就有种由衷的荣誉感和使命

感。”选择成为“原年人”，担任国家高

山滑雪队随队科研人员的上体运动康

复专业研二学生徐永鑫表示，“春节没

和家人团聚确实有点小遗憾， 但这样

一段经历将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宝藏。”

第一次在外过年，
体验运动队里的“累并
快乐着”

这是来自山东淄博的徐永鑫第一

次没在家过年。 今年 1 月初， 他加入

国家高山滑雪队科研团队， 从事随队

科研保障工作。 从此， 他每天的时间

表都排得满满当当———清晨出发去雪

场， 在冰天雪地里拍摄训练视频、 收

集各项数据， 下午回到基地做视频分

析和数据处理， 晚上参加队内会议，

还要与其他科研团队对接各类事宜。

“我们的工作就是以科学理论和

方法， 尽可能帮助运动员发现技术动

作上的弱点， 提升运动表现， 科学监

测训练负荷、疲劳程度和恢复状态。 ”

从校园到运动队， 小徐的角色和生活

节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之前没想过

能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冬奥会， 最真切

的感受是‘累并快乐着’。 ”

过去一个多月的跟队经历， 对小

徐而言，每天都是新鲜体验，独自在外过

春节亦是“难得的经历”。 “肯定会想家，

但队里安排了很有过节氛围的活动，一

点儿都不枯燥。”他通过视频与家人“云”

团聚，还特意准备了小惊喜，“当然，工作

还要继续， 不可能完全休息， 有很多数

据等着我们去处理。”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谷苗

点点星光，汇成守护人民健康的坚强防线
春节期间，上海众多医务工作者奋战在隔离病房、发热门诊、社区、道口等工作岗位上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春申城，“原

年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遇见热爱、温暖与

希望。

熟练地穿戴好隔离装备， 武秀娟又

要上岗了。 从 2020 年 2 月开始，桃浦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武秀娟就加入了隔

离点的防疫队伍， 以往每年都回老家亳

州与家人团聚的她，今年留在上海，和隔

离点的“战友”们共度新春。

“医务人员的工作按不得暂停键。没

有烟花、没有与家人一起吃的年夜饭，但

有这群战友在身边，一样是个团圆年。 ”

武秀娟的话， 道出了很多春节期间正在

守“沪”的白衣天使们的心声。

时下， 很多医务人员奋战在隔离病

房、发热门诊、急诊、社区、道口、隔离点

等工作岗位上， 点点星光汇成守护人民

健康的坚强防线。

去年援鄂今年守“沪”，
在值守中迎来新年曙光

作为疫情防控主力军的卫生健康系

统， 今年， 很多医务人员不仅 “就地过

年”，还坚守在岗位上。 普陀区中心医院

的张琴林是其中之一。 2020 年初，在疫

情最严峻的时刻， 张琴林放弃休假报名

支援武汉， 成为上海市第三批援鄂医疗

队员。 今年， 她又放弃回老家过年的机

会，坚守本职岗位，为病区患者的生命护

航。 聊起新年心愿，她说：“新日如初，温

暖依旧，新的一年，愿安康常相伴，愿阳

光铺满路，愿山河更锦绣。 ”

去年援鄂，今年守“沪”，普陀区利群

医院的董秋华也已经第二年不 “回家”

了。 去年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值完班后，

身为湖北人的她主动申请援鄂， 大年初

二就随队逆行武汉，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

值守 55 天，过家门而不入。今年春节，她

依然选择值守。

真如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魏璐是

“医二代”，今年也是第二次留沪过年。在

老家， 身为医务工作者的父母也和魏璐

一样， 春节期间仍奋战在工作岗位上。

“心里虽然有不能回家的遗憾，但更多的

是和父母隔空并肩作战的自豪感！”魏璐

说，此心安处即吾乡，愿疫情早日散去。

待“疫”散花开之时，会
有更好的团聚

韦丽君来自广西， 是宏康医院一名

90 后口腔科护士。 1 月 18 日，她和张真

真、 袁珅怡三名白衣天使前往浦东机场

协助开展对入境人员的核酸采样。 这三

位年轻人， 也在机场迎来了农历牛年的

第一缕曙光。“这注定是格外难忘的一个

春节！ ”韦丽君激动地说。

今年 ，在宏康医院里 ，许多医务工

作者在党员示范带动下 ，毅然选择暂别

家人 。 大家期待着 ，待 “疫 ”散花开之

时有更好的团聚。 韦丽君说：“为大家，

不回家 ，心安之处便是家 ，这是大伙的

心声。 ”

去年疫情期间， 任职于普陀区人民

医院的郭娜娜主动放弃回老家过年，参

与道口防疫工作。今年春节，她再次选择了

“留下”。此刻，她正作为医院第三批助力机

场采样护理人员 “守护国门”。 小郭说，苦

点、累点没关系，能做健康守护者，一切都

值得。

守好入城口 ，至关重要 。 去年 ，普陀

区中医医院的邵妤就主动报名支援花桥

“道口 ”；今年 ，她又积极参与机场转运 。

在邵妤看来 ， 在春节这个亲人团聚的时

刻 ，和友善的司机师傅 、亲切的街道兄

弟等临时家庭成员们 ，共同踏上接 “家

人 ”回家的旅程———舍小家 、为大家 ，这

是今年过年的 “小幸运 ”，也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上海体院科研团队在北京冬奥会赛场工作， 为运动队提供科研保障。

第一食品生产基地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上海大红肠。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申城建设者们
“小故宫”前留影

昨天 ，“我与图书馆有个新春之

约”活动在杨浦区图书馆举行。一群身

着工作服的特殊“邻居”———淞沪路—

三门路下立交工程一线建设者们来到

这里，专业摄影师以有“小故宫”之称

的杨浦区图书馆为背景， 为留沪过年

的工友们拍下牛年新春第一张合影，

并分享给他们家乡的亲朋好友， 送上

来自申城的美好新春祝愿。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