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穿上洁白的婚纱是我的梦想；

现在，白色的防护服是我的战斗盔甲。”昨

天，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的赵莹在朋友圈这样写道。抗疫当

下，原定于3月20日春分节气举办婚礼的

她，毫不迟疑地选择推迟婚礼，驰援社区核

酸检测一线。

不只是赵莹，在上海，不少新人因参与

抗疫而推迟原定的婚期和婚礼，只因“要做

更有意义的事”。他们中有街道社工、医务

工作者、公安民警、电力保障人员等。虽然

婚礼延期，但爱与责任从未缺席。

“一样的洁白更显大爱！”他们用实际

行动将深沉的大爱献给了城市和人民。

手里的鲜花换成二维码扫描仪

昨天是农历春分节气，本该穿上洁白

婚纱手捧鲜花的赵莹，却被一身白色防护

服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手里的鲜花

也变成了一支健康云二维码扫码仪。

作为一名驰援社区的志愿者，赵莹奋

战在社区核酸筛查一线，已经忙了三天三

夜。赵莹的爱人作为电力部门的员工，也奋

战在电力保障现场，小两口多日未碰上一

面。面对近期网格化筛查，两位年轻人一起

商量，一定要做“更有意义的事”。于是，新

娘主动请缨支援社区，新郎则选择坚守岗

位，为抗击疫情提供电力保障。

核酸筛查现场，赵莹的防护服背后写

着“向幸福出发”。她说这有两层含义，一是

祝愿疫情早日结束，市民重新恢复正常生

活；二是希望自己的婚后生活甜甜蜜蜜，有

了这次并肩战斗的特别经历，也能一直幸

福下去。

将爱意装进各自的行李箱

“婚礼筹备了很久，疫情来了。那我们

就把爱意装进这两个箱子里吧。”近日，市

公安局金山分局山阳派出所民警杨阳拍下

一张照片，这是他和妻子潘怡各自的行李

箱，行李箱背后是一捆手拧礼炮。筹备了近

一年的婚礼举办在即，但当前疫情形势严峻

复杂，他们毅然决定“舍小家，为大家”，推迟

婚礼，各赴抗疫前线。

妻子潘怡是松江区九亭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护士，作出决定后，她第一时间申

请加入集中核酸采样团队，进入封闭管理。

此后，在松江区的多个核酸采样点，总能见

到她身穿“大白”忙碌的身影。

金山区山阳镇一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作

为社区民警，杨阳成了名副其实的“陀螺人”。

该小区常住人口4300余人，流动人口多、老年

人口多。杨阳为20余幢楼分别组建微信群，

“我就是居民的客服，逐一为他们答疑解惑”。

前两天原本是杨阳和潘怡的大喜之日。

当天，杨阳值守在封控小区，潘怡坚守在单

位。第二天一早，同事笑言：“新郎官，新婚

快乐啊！”杨阳笑着回答：“婚礼可以推

迟，身上的责任不能缺席。”

一样的洁白更显大爱！他们推迟婚礼，守护城市和人民

本该身披婚纱，毅然换上大白“铠甲”
小区封闭了，有特殊需求的病人如何

保障？在浦东新区书院镇，一支特殊志愿

小分队平均每天只睡2小时，坚持为血透

病人搭起了就医的顺畅通道。

这几天，书院镇某小区因为疫情实行

封闭管理。做好居民的日常生活保障，成

了当务之急。镇里紧急抽调机关、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执行点位值守、物资保障

等各项任务。在仔细梳理居民需求时，发

现一项特殊的任务，原来，小区里有8名

居民，需要按时定期到医院做血透，耽误

不得。

特殊时期，怎么去医院？怎样保证他

们安全、及时地做好血透，实现闭环管

理？针对这一问题，书院镇相关部门制定

了专门工作方案，决定组建工作专班，全

流程、全闭环做好这项工作。最终，这项

任务落在了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张正国带队的保障组身上。

张正国当过兵，这段时间作为志愿者

一直奋战在防疫一线，接到任务没有丝毫

犹豫。他把组内共8名同志进行分工，2

名女同志继续做好小区物资采购、配送工

作，并做好相关信息沟通、联络，其余6

人根据血透时间表，合理排班。

任务执行起来，张正国和队员们发现

难度不小：有时病人家里没有车，镇里的

机动车也正好另有安排，队员们就开上自

己的私家车，结束后再彻底消杀；有时病

人好不容易约到血透时间，清晨5点要赶

到医院，队员们顾不上睡觉，凌晨3点就

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每次到医院，病人

要先做核酸，2小时出结果后才能去做血

透，血透一做就是4小时。特殊时期，饭

店不开，吃饭只能打包点饭菜，在马路牙

子上蹲着扒两口。直到把病人安全送到

家，才终于松口气，再看看还有没有物资

保障的任务，帮着再去采购、分发。

8个病人，两天一次的血透，不同医

院奔波，志愿者每天平均下来只能睡2

小时——这样的日子，这支小分队一直在

坚持着。作为队长和老大哥，张正国经常

给大家鼓劲：“咱们队伍里有好几个都当

过兵，好多都是党员，这点苦算啥。”每

次，他还会仔细检查队员们防护服、口罩

是不是穿戴规范，稍有空闲也总是让大家

先去休息，他来顶着。

“要保障病人及时就医，也要保障我

们自身的安全。”张正国说，“每次执行完

任务，听到病人和家属的一声谢谢，就感

觉有了动力，人也精神了。”

浦东书院镇某封控小区，8个居民需要定期去医院做血透，耽误不得

特殊志愿小分队搭起就医顺畅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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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上海正推进重点区域人

员核酸筛查。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

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示，3月19日的

新冠感染者数量创了新高，说明这次

筛查是及时有效的，是必要的，对尽快

发现阳性感染者、控制疫情传播非常

关键。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进入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我们要因时因势因情施

策，更早、更快、更严、更实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加快开展核酸筛查、流调排查

和区域协查，尽快有效控制局部聚集

性疫情，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

防控效果。”邬惊雷表示。

重点区域两天筛查
1400 多万人次，为及
时阻断疫情打下良好
基础

就重点区域人员核酸筛查进展，

邬惊雷给出一组数据：根据疫情防控

工作安排，本市在3月16日至17日对

重点区域开展核酸筛查，总计采样

1400多万人次，并完成全部检测；3月

18日至20日，在前期重点区域筛查的

基础上，对全市各个街镇进行风险评

估分级，对不同风险级别的街镇采取

差别化处置手势；与此同时，在非重点

区域进行了核酸筛查，尽可能扩大筛

查的覆盖面。

邬惊雷称，本市采用切块式、网格

化推进的方法，通过广泛的筛查发现

潜在的传播风险，阻断病毒传播。为

提高筛查人群的覆盖面，广大的社区

工作人员通过发布公告、微信群、上门

告知等多种方式广泛组织动员，分小

区、分楼栋、分单元、分时段依次有序

进行采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极大提

高了核酸采样效率。3月18、19日两

天采样人数累计达到2100多万人次。

“从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筛查

效果来看，发现阳性感染者多，呈现点

状区域性聚集，存在隐匿传播链，为我

们及时阻断疫情局部暴发和社会面更

大范围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邬

惊雷同时表示，考虑还有些居民没有

参与核酸检测，提醒这些市民积极参

与、完成筛查，做到“应检尽检”，“我们

也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管理，尽力通过

多种方法，引导广大居民参与到筛查

中，帮助我们尽早发现潜在感染者，尽

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非重点区域人员也
别“放飞”，非必要不外
出、不聚会、不聚餐

全市范围的非重点区域人员核酸筛查同期推进。市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袁政安昨天出席发布会时说，虽然非重

点区域是不需要封闭小区的，但呼吁非重点区域人员务必“少流

动、静下来”。

3月以来，上海本土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多链并行、隐匿传播

的特点，是上海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形势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减

少流动+扩大筛查”是上海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基于对疫

情形势的研判，本市在重点区域筛查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差别

化的核酸筛查和防控措施，同时对非重点区域的人员开展一次核

酸筛查。袁政安就此向市民发出三点提醒：第一，在筛查前，务必

携带好身份证、手机，提前通过“健康云”App或“随申办”进行检

测登记并保存好登记码，按社区安排分时、分批前往采样点，以免

造成人群聚集。第二，在筛查时，注意规范戴好口罩，与周围人保

持一米以上距离，尽量不吃东西；采样结束后，请及时洗手。第

三，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要“少流动、静下来”。

“非重点区域不需要封闭管理，有的市民朋友可能觉得，

自己可以自由行动、随意流动，检测完就马上走出家门，邀上

亲友聚餐或是参加集体活动，这些行为其实都是有很高风险

性的。”袁政安表示，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为了防范病毒传

播，建议和提倡广大市民朋友切实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不聚

会、不聚餐。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居家办公，在家多开窗、勤通风，保持健

康作息和饮食。如需要外出，请市民务必做好个人防护，规范戴

口罩，遵守“一米线”，坚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护“五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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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闻佳）昨天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市卫健委通报，3月19日，本市新增17例新冠本土确诊

病例和49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7例确诊病例均为新冠确诊

病例（轻型），492名无症状感染者均在闭环隔离管控或风险人

群筛查中发现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市疾控复核为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

这509名阳性感染者，除6名从无症状感染者转归为确诊病

例已在定点医院接受治疗外，其余人员均闭环转运至本市新冠

肺炎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目前情况稳定。

截至3月20日9时，这次疫情全市已累计排查到在沪密切

接触者22719人，均已落实管控，其中20480人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已排查到在沪密接的密接58041人，均

已落实管控，其中55543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

中。根据流调和风险评估，对多个区域人员进行了筛查，除了已

报告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外，目前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和已公布的确诊病例等

相关情况，经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

定，将崇明区长兴镇长明村21队、浦东新区日京路88号、嘉定区

马陆镇康年路261号工地宿舍列为中风险地区，相关地区已落

实管控措施。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即时起将徐汇区徐家汇街道

漕溪北路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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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卫健委同日通报，121例新冠确诊病例3月19日治愈出

院，另有68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市卫健委主任

邬惊雷向临床一线的所有医务人员致以衷心感谢。

上海三地列为中风险地区
漕溪北路1200号调至低风险

■本报记者 顾一琼 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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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华发路，沿线4个居民区2万余

居民进入封控管理，“米袋子”“菜篮子”

如何高效保供？

徐汇区华泾镇通过排摸、挖潜周边商

铺力量，一份“生活图鉴”通讯录方便网

购的同时，一套“点单”“接单”“派单”

流程也逐步理顺，打通民生保供“最后一

公里”——市场管理办接单；摊贩负责配

菜、计费；一群来自沿街商铺的志愿者充

当“跑腿小哥”，配送至小区门口。

截至目前，已组织来自各行各业的

配送志愿者20余人，菜场每天送货量

达5000余单，“居民在家也能吃上新鲜

蔬菜”。

一份“生活图鉴”，盘活货源供应

“鸡蛋3斤，青菜2斤……”昨天，申城

风大雨急，在华济生活集市市场管理办公

室，电话不断响起。全天值守的郭连国、沈

冲各有分工：一个报菜名核对，一个分类记

录。第一时间“接单”统计菜品需求后，及时

前往摊位配菜“派单”。考虑到华泾镇老人

多，老龄人口占比近37%，这份记录着区

域内菜场、药店，特别是华发路周边配套

服务的“生活图鉴”通讯录里留下了众多

电话号码。同时也建立起各居民区的物资

保障群——通过菜场直销直供方式，给居

民集中送货。

华泾镇副镇长林乐说，得益于片区一

体化党建联盟，早在封控管理之初，一个

“菜场联盟”就迅速成立，排摸周边菜市场

摊位数量，“分片区就近保障封控小区的货

源供应，保证运力、提升效率”。

“生活图鉴”通讯录不断拓展：青年志

愿者整理出周边所有的水果店、菜店、饭

店、小吃店等能送外卖的店铺信息。“网购

不断货，货源供应充足，物品价格也稳定。”

中介小哥“就地转岗”当配
送，21个群每天50多单

保供的同时，“配送难”怎么解？

为了让封控小区的居民及时拿到购买

的食品和药品，华泾镇广泛发挥商铺力量

为居民服务。在每个封控小区建立一个小

区支援群。

譬如，华发路上有一家房产中介门店，负责

人张永亮与两名同事一商量，干脆24小时驻守

店里，自告奋勇成为特殊的“配送小哥”。在他手

机上，有21个“跑腿”微信群，分别对应21个居

民区，300多名业主。“每个小区的居民各自在保

供微信群里接龙，统计起来快，配送也方便。”

现在，他们一天要配送食品、药品等50多

单，从上午10点跑到晚上7点，深夜还在埋头

统计第二天的采购内容，梳理出详尽表格。

此外，华泾镇还将居委会、菜场、药店等负

责人整合在一起，鼓励菜场、商超与街道、社区

“结对子”，一同为居民解决食品、药品的订购

配送难题。市场监管所每天巡查，发布价格管

控预警，梳理守信商户名单。相关部门每天安

排商铺、菜场、市场人员等集中进行核酸检测。

2万多居民进入封控管理后，徐汇区华泾镇梳理出“点单”“接单”“派单”流程保民生

保供配送两手抓，打通“最后一公里”

“我父亲需要长期服用环孢素软胶囊，

因为疫情今天已经快停药了，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办法！”前天夜间，家住嘉定区的凌

先生在数个微信群中求助。

原来，凌先生的父亲患有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病症，需要长

期服用环孢素软胶囊，一种防排斥反应的

稀缺药。之前，凌先生父亲都是定时去瑞金

医院北院开药，但近期受疫情影响，嘉定区

不少医院都停诊了，“嘉定区域内的各家医

院都问了，没有这个药”。无奈之下，凌先生

点开“美团买药”搜索药品名，发现40公里

外的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汇丰大药

房有这款药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凌先生

昨天一早在线下单，2小时之后便接到了

骑手的来电，很快就拿到了药。

第一医药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还原了这

场雨中的暖心接力：收到咨询后，客服第一

时间找药，核查了药品的门店库存情况，与

门店、患者确认药品名称、规格、厂家，完全

一致后，告知患者可以在线下单。而美团买

药上海地区负责人透露，接到订单的第一

时间就沟通了配送团队，安排骑手进行远

程配送。骑手跨越40公里，在雨中行驶了2

小时，终于把稀缺药品送到凌先生手中。

事实上，凌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

例，最近上海慢病药品在美团买药上订单量

不断上涨。仅3月1日至20日，整体慢病用药

订单涨幅近50%，其中高血压药订单上涨

176%，糖尿病类药品订单上涨143%，稀缺药

品订单也较疫情前有较大增幅。

看到了慢性病患者疫情期间的需求，

美团买药联合第一医药、益丰大药房、国大

药房、老百姓大药房等本地连锁药店，在上

海推出“慢病关爱计划”，保障需要长期服

药的慢病患者不缺药、不停药。

第一医药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

第一医药正常营业的各门店，都可以通过

i百联、美团买药、饿了么等线上渠道购药，

各院边门店针对慢病用药、稀缺用药、品牌

药均增加储备。同时，各门店严格按照国家

政策要求，对于慢病复购患者，凭处方才能

在线购买此类药物，确保特殊时期处方药

的销售安全合规。

上海第一医药紧急查找稀缺药，骑手跨越40公里完成配送

一场雨中暖心接力，只为两盒慢病药

■本报记者 王宛艺

■本报记者 徐晶卉

骑手跨越40公里，在雨中行驶了2小时，终于把稀缺药品送到凌先生手中。

 赵莹（右一）奋战在社区核酸筛查一线。

▼浦东新区书院镇的特殊志愿小分队队员

们开私家车送病人去医院，结束后再彻底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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