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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姨单根慈“火”了。因为住

在对门儿的外来务工小伙子不会开灶头

烧饭煮菜，单阿姨送去一顿顿丰盛的饭

菜，一时间被小区居民点赞为“上海好

邻居”。但单阿姨对此安之若素：“没

啥稀奇的，特殊时期嘛，作为邻居能

帮一点是一点，每个上海阿姨都会这

样做的！”

今年69岁的单阿姨是上海日立家

用电器有限公司退休员工，她所居住的

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重华居民区是一片

老式里弄小区。她也是所在社区的一名

热心志愿者。此轮疫情以来，人头熟、人

缘好的她，第一时间报名参与社区各项

志愿服务工作。核酸检测维持秩序，分

发蔬菜保供礼包，发放抗原测试盒，帮助

独居老人送午餐扔垃圾……常常一早就

出门，在岗忙活一整天。

一天下午，单阿姨和往常一样，在自

己居住的楼栋上下收集大家做完的抗原

检测盒。这时，住在她家对门儿的小

伙子突然打开了房门，看样子像是准

备出门。

这个小伙子此前刚入住社区不久，

单阿姨平时与他接触不多，只知道他在

附近一家美发店上班。“受疫情影响，美

发店暂停营业，他也就再没有出去过。”

单阿姨当即警觉起来：“小伙子，现

在规定足不出户，不可以出门的。”

小伙子愣了一下，无奈地表示：“阿

姨，我很饿，想出去买点东西吃。”

“就算你出门，商店都关了，哪里买得

到东西呀？”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家孩子还

小的陌生小伙子，单阿姨有些心疼，“这

样吧，我把家里米啊菜啊，分你一点。”

没想到小伙子摇摇头，表示自己不

会烧，家里也没有烧饭的器具，随即轻轻

关上了房门。

这下，单阿姨原本平静的心一下子

“翻江倒海”起来：“想来想去觉得有点作

孽（沪语：可怜）呀。他一个人在上海，什

么都不会弄，一直饿下去怎么办？”

于是，她拿出街道刚刚配发的蔬菜，

做了一盘莴笋炒肉片、一盘土豆丝，又烧

了一大锅米饭。随后从冰箱拿出两个肉

包子，想着可以让小伙子当早饭吃。快

出门时，她又从家里找出一次性碗筷：

“他家里没锅子，说不定连碗筷也没有

备着。”

就这样，单阿姨端着饭菜，来到小伙

家门前，敲响了房门：“烧了点饭菜给你，

自己出来拿哦。”闻声出来的小伙子特别

惊讶，腼腆的他不善言语，只是连声道

谢，高高兴兴地将饭菜端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单阿姨还贴心地敲门

询问道：还需要小菜吗？小伙子连声表

示：够了够了，足以对付一两天了。

单阿姨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随意

出门，“有困难就开口，上海阿姨总归会

帮忙的”。

前天，单阿姨又着手准备起一顿“豪

华大餐”——蚝油生菜、红烧鲳鱼、腊味

拼盘、炒时蔬。他先生在一旁打趣说：“是

什么好日子，又没有亲戚来做客。”单阿姨

笑道：“还是担心对面的小伙子呀，多烧点

备着吧。”

这两天，单阿姨的爱心之举在街道多

个小区群中被转发，大家纷纷点赞：“阿姨

住哪儿，我想和她做邻居！”“热心肠！这才

是阿拉上海阿姨。”

看到大家纷纷点赞，单阿姨笑得爽朗：

“我们就是典型的上海阿姨，看到有不守规

则的立即‘大嗓门’阻止，但想到别人的难处

又马上心软得不行，忍不住要关心一下。大

家都爱这座城市，所以总有一副热心肠，喜

欢‘管闲事’，把他人事当作‘分内事’去做。”

“有困难就开口，上海阿姨总归会帮忙的”——

隔壁小伙不会烧饭，上海阿姨“隔门”投喂
■本报记者 顾一琼

通讯员 彭旭卉

■上海好邻居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当前，上海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从严从紧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根据

上海市卫健委4月8日通报，本轮疫情发

生以来，上海已累计报告13万多例阳性

感染者，近日，由区域筛查发现的阳性感

染者数量一直处于高位，提示社区传播

仍有发生，且呈现聚集性特征，疫情防控

形势复杂严峻。这两天，全市范围内继

续开展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

“这一轮大面积主动核酸筛查找到

社会面上的隐匿传播，为我们赢得了时

间，保护易感人群，为防止更大面积的传

播以及更大的代价争取了时间，这是有

重要意义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副主任张继明教授对记者说。

张继明是援鄂“老兵”，2020年曾随

华山医院医疗队驰援武汉，上海本轮疫情

发生以来，他先领衔队伍进驻新冠肺炎后

备定点医疗机构——上海市老年医学中

心，此后又马不停蹄带队入驻华山医院宝

山院区，这也是新冠肺炎后备定点医疗机

构。作为感染科专家，张继明告诉记者，

新冠奥密克戎毒株与以往已不同，虽然毒

力下降，但传染性更强，也因此构成了当

前更需要坚持“动态清零”原则的一大重

要原因，即保护易感人群，包括老年人

群、小孩，以及糖尿病、肥胖、肿瘤、免

疫缺陷人群等。

“如不坚持‘动态清零’，而普遍放开，

那么‘一老一小’等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将大

大增加，或致严重后果，包括生命的代价。

现有救治经验已发现，有基础疾病者、老年

人群等罹患新冠后更容易出现重症。而一

旦这些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加大，最终形成

更大面积的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张继明

分析，中国特有的人口基数，决定了积极应

对疫情、实现“动态清零”的必要性；从保护

易感人群、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链——传

染病防控三大原则看，决定了“动态清零”

的科学性。

从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看，“一老一

小”人群感染情况令人揪心。自3月1日以

来，截至4月7日24时，本市累计报告本土

阳性感染者131524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

127131例、确诊病例4393例。在确诊病例

中，有些是无症状感染者转归，也有从轻

型、普通型转为重型，目前有1例重型，正

在治疗中。从年龄结构看，所有确诊病例

中，18岁及以下占15%，18岁至60岁占

69%，60岁及以上占16%。所有感染者中，

年龄最小的出生仅10天，最大的98岁。

“疫苗是国际公认的防控传染病的有

效手段，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老年人

的接种率依旧有待提高。这次筛查以及相

应的管控举措，为阻断疫情传播，以及我

们今后过渡到更高的疫苗接种率、更有效

的药物储备等争取了重要的时间窗。这也

是坚持‘动态清零’的重要意义——赢得

宝贵的时间窗！”张继明同时谈到，从长

远看，困难是暂时的，就在8日，经过

37天的连续作战，吉林市宣布实现社会

面清零。

“上海市民的文明程度与配合度，加之

我们拥有的强大组织保障、来自全国人民

的支持，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一定能战胜疫

情。”张继明说。

■本报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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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中有没有重型患

者？年龄分布如何？方舱医院运行和管理情况如

何？建设进度和下一步计划有哪些？全国各地医

疗队陆续抵达上海，他们具体参与了哪些工作？

昨天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市住建委

副主任金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院长樊嘉就市民关心的问题予以回答。

发布会上，吴乾渝通报疫情最新进展：4月7

日，上海新增82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

2039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吴乾渝表示，近日通

过区域筛查发现的阳性感染者数一直处于高位，

提示社区传播仍有发生，且呈现聚集性特征，疫

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昨天，上海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

最大程度减轻医护人员和工
勤人员工作强度

目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在保障日常医

疗服务工作的同时，承担着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

临时定点医院、闵行体育馆方舱等收治机构的运

行和管理工作。

樊嘉介绍，闵行区体育馆方舱集中收治轻症和无

症状感染者。3月23日起逐步开始启用，目前开放床

位714张。截至4月7日20时，累计已收治1105

人，累计治愈出院422人。

中山医院共派出40名医生、200名护士、69

名行政管理人员，其中很多人都有支援武汉抗疫

的工作经历。闵行区也配备了大量工作团队。目

前，整个工作团队中共有108名共产党员，建立了

临时党支部。

“中山医院总部组建了以中科院院士牵头、众

多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作为前方医疗队的强大

支撑，共同制定诊疗规范，进行会诊救治，保障

每一位收治者的医疗安全和救治效果，尽可能缩

短平均住院日。”樊嘉表示，医疗团队重点做好

“四个关注”：关注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特殊人

群，密切观察其病情变化、生活需求等；关注患

者特别医疗需求，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关注医

院感控管理，对安保、工勤、维保人员进行多批

次感控培训，做好场馆排风、环境消杀等工作；

关注场馆整体安全，给病人发放消防安全一本通

手册。

“与医疗照护同等重要的，还有日常生活保

障。我们力争做好吃喝、睡觉、上网、卫生这

‘四大金刚’硬需求。”樊嘉说，对于在一线工作

的医护人员，也要加大关爱力度。每个护理小组4

小时换班，实行弹性排班制，最大程度减轻医护

人员和工勤人员的工作强度。

各区级方舱已建成交付2.1
万张床位

截至目前，世博展览馆、新国际博览中心、

花博会复兴馆、临港洋山特保区4个市级集中隔离

救治场所已交付投用。

这4个点共计约50万平方米，可提供约38000

张床位。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正在加快建设，

约60万平方米，预计可提供50000张床位，也是目前上海最大的方

舱，即将分批交付。

金晨介绍，市住建委已加强对区级集中隔离救治点建设指导，发

布《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设施设计技术导则》，明确了总体设计原则

和关键部位改造方案，并推广了一批经验做法，为区级方舱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目前，各区级方舱已建成交付了2.1万张床位，还有近2

万张床位正在建设过程中，近期也将陆续交付。

当前本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市防控办正全力组织全市医务

人员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目前已陆续启用、改建一批定点医院

和方舱医院，全力提高收治能力。

吴乾渝介绍，为确保做好疫情应急处置任务，保障全市面上基本

医疗服务不受影响，相关省市、部队医务人员陆续支援本市。截至4

月7日，全国有十多个省市和解放军援沪医疗队和采样检测队来沪增

援，支持上海开展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

目前，来沪医疗队员主要参与核酸采样和检测、方舱医院医疗收

治、对口支援有关区医疗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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