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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晨琰 张鹏）昨天
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市卫生健康委通报：3月16日，
上海新增8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和15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8例确诊病例中，1例由无症状感
染者转归为确诊病例。150例无症状
感染者中，69例在集中隔离管控中发
现，1例为外省返沪人员协查中发现，
其余为相关风险人群筛查发现。

经市防控办研究决定，自3月18日
零时起，将嘉定区马陆镇宝安公路3705
弄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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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介绍，

受疫情影响，本市不少医疗机构根据

防控要求实行闭环管理，开展疫情相关

风险排查。市卫健委汇总了全市二级综

合医院以上医疗机构的院区、门急诊等

闭环管理相关信息，每天早上通过“健康

上海12320”微信公众号推送。市民也
可通过网络、电话等平台，或相关医疗机

构微信公众号查看公告信息，确认医疗

机构的实际服务情况。此外，许多医院

开设了互联网医院，可通过线上咨询、问

诊、复诊，看病就医。

3月16日开始，上海启动新一轮核
酸筛查。邬惊雷介绍，重点区域划定原

则上以街道（乡镇）为筛查单元，划定重

点筛查区域范围。此轮48小时做完两

次核酸后，将根据筛查结果，综合研判筛

查区域内的人群感染风险、是否有扩散

传播风险的可能等动态调整下一步疫情

控制措施。

“从个体层面而言，如果48小时内两
次筛查均为阴性，那说明你目前是比较安

全的；从区域层面看，当所有人员两次筛

查均为阴性，提示区域内目前风险较小。”

邬惊雷说，由于两次核酸筛查要等到阴性

结果后管控措施才能解除，因此会有一定

“时间差”，感谢市民的理解和配合。

另外，根据筛查要求，筛查重点区域

人员应在当时居住地保持相对静止，在

48小时内接受两次核酸筛查。由于各

个区筛查无法做到完全同步，邬惊雷提

倡，已完成筛查人员非必要不外出，最大

程度避免筛查期间人员规模性流动，尽

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这两天，静安区彭浦镇也在镇域范

围内组织开展了48小时两次核酸筛
查。静安区彭浦镇党委书记辛毅介绍，3
月16日，在扩大流动人员采集量的基础
上，彭浦镇已累计筛查采样14.6万人。
“考虑到筛查人数众多，我们全镇

87个采集点均划分了‘等候区’‘采集
区’‘缓冲区’，形成流水操作，提高采样

效率。”辛毅说，各采集点还提前做好“登

记二维码”的截图保存，便于提高核酸检

测效率。对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

安排志愿者提供登记服务。

市卫健委建议：已完成筛查人员非必要不外出

根据48小时两次核酸结果动态调整措施

有的巧用“错题打印神器”终结“扫码难”，有的利用社区公号一边检测一边答疑……

绵密春雨中，核酸筛查各有其法便民利民井然有序

在徐汇区枫林街道，志愿者们按楼

栋顺序叫号，减少居民们雨中等候时

间，同时对于那些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预先主动为老人们打印好二维码。

特别是针对有孩子上网课的家庭，根据

事先排摸好的名单，安排中午网课休息

时间做核酸检测，并开设相关绿色通

道，大大便利了孩子和家长。

凌云街道的志愿者们一早搭建起了

雨棚，同样按照楼栋依次喊居民做核酸，

每个楼道前有专人举牌引导，避免人流

聚集。同时发动更多年轻志愿者，包括

城管一起下沉，做好协助工作。此外，志

愿者们规划好核酸检测点位，一半是专

给小朋友做，一半给成年人做，相互间隔

开，成人做检测的同时，有志愿者帮忙看

护一旁的老人孩子等。

天平街道辖区内，某检测点原本设

在一个空旷操场上，因下雨移到有遮雨

篷的位置，但细心的志愿者发现，新的地

点前有几步台阶，考虑到年纪大的居民

不方便，因此在操场上依旧为老年人保

留了绿色通道和检测点，让他们不用走

台阶就快速完成检测。

给有孩子上网课家庭开设绿色通道徐汇

静安区彭浦镇，充分考虑到每个

小区、园区、楼宇的实际情况，科学布

点，因地制宜设置了87个采样点，做
到全面覆盖、便民便捷。现场，每个采

样点划分“等候区”“采集区”“缓冲

区”，形成流水操作，提高采样效率。

对于那些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也

安排志愿者提供登记服务。

以彭浦镇大融城核酸检测点为

例，主要面向非居民区群体，包括大融

城商圈商户、周边沿街商铺、“六小”行

业、人才公寓的人员。采样点分区外，

其中的等候区充分利用大融城商场设

施，事先在缓冲区设置了遮雨伞，为排队

市民提供避雨条件，得到广大市民积极

配合，在前天单日峰值达到3710人次基
础上，昨天上午就实现采样1540人次，
同比增加了20%。

不足巴掌大小，长着圆滚滚“大眼

睛”，打印错题的学习神器“喵喵机”也

被社区工作者巧用于打印核酸检测二维

码，助力检测采样。

在彭浦新村街道某小区临时核酸采

样点，不少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携带

身份证前来做核酸检测。“大白”熟练地

将他们身份信息转交给志愿者，由志愿

者使用学生日常使用的错题打印机将老

年人的登记二维码打印出来。

只见他们迅速用自己的手机点开

“健康云”App为老人们办妥核酸检测
申请登记，将生成的二维码截图，然后

用手机通过蓝牙连接上“喵喵机”，打

开图片输送打印，不一会儿一张10厘
米见方的小纸片就出现了，核酸预约二

维码清晰可见，由此帮老年人解决了无

法出示二维码的问题。这个原本用于打

印错题的“学习神器”竟意外助力核酸

检测更方便快捷，目前多个街道及居民

区都普及了这一做法。

“健康云登记码出示下”“你住几

楼几室叫什么名字”“口罩戴好，当心

下雨路滑”，每每有人推开楼门，志愿

者刘瑞梅都会送上这组“三连发”。把

志愿服务“配送”到居民楼门口，在检

测前尽可能完成准备工作，是红馥里

小区应对雨天网格化筛查的“新招”。

红馥里，位于中心城区最大保

障房基地虹口区彩虹湾。从 16日
起，江湾镇街道对辖区内10万余居
住人口进行48小时网格化筛查。除
了物资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人员

安排——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街道

干部下沉社区，不少居民“就地”成为封

控小区志愿者，一次次“同向而行”为突

发问题找到最快处置方案，把对居民的

影响降到最低，也为“跑赢病毒”争取了

宝贵时间。

楼门前贴着健康云二维码，刘瑞梅

帮老年居民们一一扫码，截屏保留下登

记码，并教会他们如何展示图片。在红

馥里21栋居民楼门口，都配备了这样一
名志愿者。居民区书记张亚燕说，降雨

会增加现场检测难度。在居民“走进雨

中”之前，确保完成前期准备非常重要。

核酸检测点选址也非常讲究，选在

了小区中心健身场，这里有300多米跑
道可供排队，关键是防滑。志愿者们提

前用沙袋等稳固现场，并将钢筋遮雨大

棚增至8个，让更多居民候场时无须打
伞，提升流动率。

而在江湾镇街道办公楼，上海市第

四人民医院副院长董智平坐镇协调指

挥，全街道共有100多个点位在采样，需
要根据实际科学调配不同点位的医护力

量和资源。比如，雨天采样进度减慢，特

别在大型居民区容易造成“扎堆”，就要

调派人手增援，并从区应急办申请扫码

仪，加快现场登记的效率等等。

昨天，绵绵春雨中，黄浦区五里

桥街道某居民区第二轮核酸检测顺利

进行。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边做

好现场协调和服务工作，一边巧妙利

用社区微信公号及时主动发布信息，

解答居民疑问，稳定人心。

有居民问，为什么昨天做的核酸

检测，到现在还查不到结果？对此，

公号回应：大规模核酸检测，多数是

采取10人为一组的混检方式，这种
方式，相较于单人检测，节约了人力

物力，节省了时间。因为受检样本数

量庞大，检测结果会因此而延时，故

在健康码中查不到结果。只要本人未

得到通知，证明是比较安全的 （阴

性），所以说，目前还没有消息就是最

好的消息。

也有居民问：到18日凌晨就满48
小时了，小区是否可以顺利如期解封？

公号回复：不一定。根据新闻发布会上

说到的“是否安全”，从个体层面来

说，48小时之内测两次核酸如果都是

阴性，说明个人目前是比较安全的。而

从区域层面看，只有区域内所有人员2
次筛查均为阴性，才表示区域内目前风

险较小。请全体居民给予理解，继续耐

心等待结果。“我们这些已经和大家相

伴超过55小时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怀着同样热切的心情，期待好消息

来的那一刻”。

社区公号主动发布，主动答疑，得

到了居民们的一致首肯，也争取来工作

的最大配合度。

昨天，闵行区域内特大型居民

区——上海康城开启封闭管理期间

的第二轮全面核酸筛查。这里共有

286个楼栋，近4万居民。居委会、
业委会、物业公司及青年志愿者们集

多方之力，不断完善检测方案。机

关、业主等近700名志愿者也积极响
应加入其中，兵分多路、各司其职，

分别负责医护辅助、内场PDA扫码、
带队、内外场的秩序维护、物资调配等

工作。

大家分批次通知具体楼栋居民下楼

集合，再由各自楼组长带队前往检测

点。当第一批居民进入内场进行检测

时，外场等候的居民们有序进入内场。

每隔一段距离，志愿者们就提醒居民打

开二维码截图，自发将手机亮度调至最

高。本着应检尽检的原则，上海康城近

四万居民昨晚完成两轮核酸检测工作。

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与志愿

者们仍在讨论防疫管理细节，“对于孕、

产妇等特殊人群，要充分落实到人，居委

会要第一时间有所反应，对于配药问题

也继续落实”。

在宝山区张庙街道，雨中检测工

作有条不紊，忙而不乱，秘诀就在于在

街道内复制推广的“浦相兵工作法”。

浦相兵，一名普通社区志愿者。

因某小区进入封控期，他接到任务驰

援该小区。刚进小区，他觉得两眼一

抹黑——这个辖区内最“老”的小区，

老房多老人也多，本就不够充裕的公

共空间也被停车位挤占，因此排队空

间也要“精细规划”。可想而知的难，

还有老人们不会用智能手机，需要提

前介入帮忙。

第一次做核酸检测，“大家熬了一个

通宵都没及时完成”。顶着一双熊猫眼，

他与志愿者们层层抠出各环节中的“卡

壳理由”，捋出条条解决方法。

他们首先建起“信息档案”，将每一

幢楼、每个房间的居民实有人数及相关

信息收集到位，确保“不漏一人”。其次，

按房号顺序依次给所有人建好核酸检测

码，截屏存放在手机里。为减少居民等

待时间，现场一名志愿者报手机号和姓

名，另一名对照名册打钩、逐一按次序检

测，分工协作。按“浦相兵工作法”，35
分钟便可组织完成160人测核酸，效率大
大提升。在他看来，社区组织核酸检测与

工厂流水线异曲同工，每个环节都梳理到

位、环环相扣，就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一次比一次高效的核酸检测，一次

比一次省心省时的排队体验，让社区居

民感受到了“大白”们的默默付出。休息

室内的“投喂”物品变多了，有时是咖啡，

昨天则是温热的奶茶。

昨天一早，熟悉的闹铃声打破了

石化街道临蒙社区居委会的寂静，空

旷会议室一角的简易行军床上，该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潘凤杰和居委会干部

们睁开双眼，坐起身，习惯性地关上

手机闹钟。上周五以来，他们每天住

在居委会，已经养成了“规律”的生

物钟。

和潘凤杰一样，这几天，为了筑

牢社区疫情防控网，石化街道疫情防

控办工作人员以及街道各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干部早已把“家”安

在了办公室。

石化街道10个核酸检测采样点
的工作分上午、下午、晚上三场，要

为9万多名居民进行采样。路口有志愿
者送雨披，部分检测点，居委会为一些

居家上网课的学生、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残障人士等开通了绿色通道。

在辰凯小区花园的检测点，小区

居民在警戒线内排成三队，按照“一

米线”要求有序接受采样。“我们分区

域、分楼号‘叫号’，每过10分钟就
去通知下一栋楼的居民，既能避免居

民聚集，也能有效提高检测效率。从

叫到‘号’下楼到检测完成，大概需

要5至10分钟。”辰凯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徐娇说。

上午8点，三村居民区党总支副书
记卢赛婵带着“喵喵机”来到居民成阿

姨的家中。“喵喵机”即热敏纸打印

机，卢赛婵通过健康云小程序输入成阿

姨的信息后，将手机生成的预约码截图

通过蓝牙传输给“喵喵机”，很快，一

张纸质的预约码便生成了。

石化三村内有近500位老年人，大
部分都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之前，居委

会用A4纸为老人打印，需要居民前来
领取，此举不仅耗材较高，且增加了人

员流动，不利于疫情防控。直到有一

天，卢赛婵看到了女儿用于打印错题的

“喵喵机”，于是“喵喵机”成了核酸检

测的“神器”，在各个居委会推广使

用，让“一老一小”核酸检测的效率得

到极大提升。

有人送上雨披，有人帮忙打印预约码金山
在川沙新镇的一个封闭管理社

区，辖区在做前期预案时就将大雨情

况考虑在内，在各村居选择检测点位

时分析了场地排水能力、空间大小

等，并在检测区域搭起了“超大号”

雨棚。“我们前期就提醒辖区内各村

居，要保证检测区域雨棚面积足够

大，同时等待区雨棚可设置蛇形排列，

以便容纳更多人，防止百姓淋雨，具体

雨棚搭建情况根据各村居实际流量而

定。”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

昨天一早，整个核酸检测过程就

实行人员分流，各村组、楼栋分时段

进行，保证高效有序。而在排队等待

的队尾处，各村居也安排志愿者专人

验码。针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由志愿者协助预约，并打印纸质二维

码。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们也

会主动上前，或搀扶老人，或帮着打

伞，展现出“大伞之下的温情”。

在金杨新村街道罗山路上的一个封

控居民区，志愿者们前天就已提前作好

准备：为应对大风大雨天气，加固帐

篷；筹备好足够的应急物资，不打无准

备之仗。“大白”们全力投入到核酸采

样工作中，扫码录入个人信息、酒精消

毒、采样、将样本装入采集管……一整

套麻利的操作，每一个人的采样用时不

到30秒。
金杨新村街道的另一个闭环管理小

区里，志愿者陆梅昨天迎来自己的65
岁生日。作为小区16号楼楼组长，陆
阿姨第一时间报名当起了防疫志愿者，

昨天又是一早戴上挂牌、披上雨披就出

了门。

得知昨天恰逢陆阿姨生日，大家便

决定一起在门岗向她表示表示。平常都

是由陆阿姨负责把快递一件件交到居民

手中，这次，由工作人员将包装精美的

蛋糕送到她的手上。同时，大家还在现

场唱起生日歌，并送上真挚祝福。

虽然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大家的

日常生活，但也让一个个陌生人团结在

一起并肩努力，拧成一股绳，共同抗击

疫情。

科学设置采样点，全面覆盖且便民静安

用好社区公号，主动发布主动答疑黄浦

700名志愿者助力4万人完成检测闵行

在居民“走进雨中”前做好前期准备虹口

“抠去”各种卡点，35分钟检测160人宝山

雨中核酸筛查体现“大伞之下的温情”浦东

昨天，上海恰逢下雨降温。

雨下了一整天，也给网格化筛查

及核酸检测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全市层面，广大党员干部驰援一

线，与广大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们并肩作战，并在一线防疫“实

战”中，因地制宜、各有各法，

想方设法解难题，尽可能服务好

居民，也让筛查工作有条不紊。

■本报记者 顾一琼 单颖文
祝 越 王嘉旖
唐玮婕 薄小波

①徐汇基层社区登记码服务

小分队收集好数据信息，居委社

工提前打印并分类编号，由扫楼

组喊人逐一发放。

②闵行基层社区工作人员一

早搭起雨棚，为核酸检测工作作

准备。

③彩虹湾红馥里核酸检测现

场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单颖文摄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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