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昨天上午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本轮疫情发

生以来，截至4月9日，已有出院新

冠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1.1万多

人。这些新冠治愈者回到社区后，会

给邻居带来风险吗？就市民关切，记

者连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副主任医师王新宇，他明确答复：新

冠治愈者不具有传染性，市民不要存

在莫名恐慌。

近几日，本市多个方舱医院传来

好消息，欢送治愈者。近来连续跑了

多个方舱医院的王新宇告诉记者，方

舱医院的出院标准与国家标准严格一

致，即以我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 为指导

意见，具体条件包括：患者经连续

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且采样

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连续3天无发

热、且呼吸道症状明显改善，符合以上

条件的，方可出院。

“这些出院 患 者 已 不 具 有 传 染

性，并且我们还多加了一道‘保险’，

就是‘+7’天的健康观察。”王新宇告

诉记者。

万一与这些“过来人”面对面，会不

会被传染？作为楼上楼下的隔离邻居，

目前开窗安全吗？同乘了一部电梯，怎

么办？对于这些疑惑，王新宇明确回答：

首先，这些治愈者不具有传染性；其次，

你作为居民，得做好个人防护。基于这

两点基本认识，疑惑可以一一解开：坐电

梯也好、“面对面”也罢，做好个人防护，

就不会被传染。

作为邻居，现在你可以、也鼓励

开窗。当前大家对气溶胶传播很关

注 ， 其 实 气 溶 胶 会 因 通 风 被 稀 释

掉，一般住宅不太可能存在“有毒

的气溶胶漂移到你家”的情况。所

以，主张每日至少两次开窗通风，加

大空气对流，稀释室内气溶胶，引入

新鲜空气。

在这两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也再三强调，对于出院和

解除医学观察人员，属地必须做好对

接，允许他们回家，不得阻拦，同时配

合做好他们的居家健康监测。市卫生健

康委主任邬惊雷表示，“新冠患者治愈

出院、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后，他们体内已产生相应抗体，并

且，根据疾控专家研究，目前还没观

察到出院和解除医学观察的人员造成传

播的案例，希望家人、社区不必为此担

忧，更不能歧视。”

王新宇称，目前疫情防控处于最

关键的时刻，每个人都应该坚持防疫

“三件套”、防护“五还要”，下楼做

核酸或取物，应坚持规范佩戴口罩，

回家第一时间用“流水+皂液”彻底

洗手，最好坚持20秒以上，不要偷

懒 ；此外近期团购较多，要做好消

毒，警惕“物传人”。

华山医院感染科专家王新宇：

新冠治愈者回家，作为邻居安全吗？
出院者不具传染性，还加了道“保险”

本报讯 （记者周辰）受疫情影
响，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普遍关店，

营业收入明显减少，这种情况下能否

主张减租？昨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发布《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

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之三（2022年

修订版）》，针对涉疫情合同纠纷案件

法律适用发布了12个问答，为广大消

费者、租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迫切关心合同法律问题的主体，提供

政策法规的权威性解读。

针对商业用房承租人受疫情影响，

出现经营困难，营业收入明显减少，主张

减免疫情期间的房屋租金问题，《系列问

答之三》指出，应视情予以支持。如承租

国有房屋，请求按照上海市有关政策免

除合理期限内的租金，应予支持。承租

非国有房屋，继续按照租赁合同支付租

金对承租人明显不公平，请求减免租金、

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可以引

导当事人参照本市有关租金减免的政策

进行协商调解，或变更合同约定。

针对疫情导致延迟发货的问题，如

何平衡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系列问答

之三》认为，若当事人以不可抗力作为免

责事由，应区分具体情况，考量疫情或者

疫情防控措施对义务履行的具体影响，

作出不同处理。基于不可抗力主张免责

的一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诸如延

迟发货，可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除或

部分免除责任；而疫情一般不会影响金

钱债务履行给付义务，一般不能以不可

抗力主张减轻或免除责任。有特殊情

况，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准确把握认定

标准。

《系列问答之三》还强调，人民法院

处理涉疫情合同纠纷案件时，应遵循以

下裁判原则：信守合同，促进发展；共担

风险，利益平衡；依法调整，公平公正；注

重协调，妥善化解的四大原则。

上海市高级法院针对涉疫情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发布12个问答

视情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租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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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有一批新冠治愈者出

院，有人很是恐惧。还有人疑惑：明明

小区封控了一周多了，怎么突然有

“阳”了？哪里来的？于是又产生一

种“莫名恐惧”。对此，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

科主任、感染科主任医师徐玉敏明确

告诉记者：第一，新冠治愈者不具有

传染性；第二，人们的种种恐惧，感

觉病毒“无所不在”，没有必要。现

时现刻，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个人防护

细节。要特别提醒的是，正是这些

“细节不到位”，给了病毒可乘之机，

令人着急！

“疫情两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

呼吁防疫‘三件套’防护‘五还

要’，这不是口号，是行动中非常重

要的要领，但很多人还是没有理解到

位，也就做不到位，在传播力很强的

奥密克戎面前，就暴露出问题。”徐

玉敏以“勤洗手”为例说起：手只要

摸过东西，就污染了，再去摸眼、鼻

黏膜处，就会引发感染的风险。因

此，提倡日常乘坐电梯随身携带“避污

纸”，避免直接接触公共按钮，日常要

勤洗手、用流水洗，没有条件的，就用

消毒湿巾、手部消毒啫喱等，新冠病毒

对这些日常消毒液都是敏感的。

与洗手同等关键的是戴口罩。“不少

人还是没有规范戴口罩，口罩不仅要遮

住口鼻，还有一个关键动作，一定要检查

气密性，不管是医用外科口罩或N95口

罩，要注重贴合脸部、贴合鼻部，戴好后

吹起口罩可以鼓起来，说明不漏气，气密

性才是过关的。”徐玉敏说。

如今市民下楼参与社区的核酸检测

很频繁，社交距离要求从保持1米到如

今保持2米以上。徐玉敏称，这也是因

为发现了奥密克戎传染性比较强，2米

是比较安全的距离。她同时提醒，做核

酸期间，除了乘坐电梯、排队要注意保持

社交距离、不聚集外，真正做核酸那一刻

也很关键！

首先，前者没有离开，不要着急凑上

前；等前者离开后，别着急摘下口罩，等

采样员拿出棉签后，再摘口罩，与此同时

屏住气，不要发“啊”声；采样完迅速戴上

口罩再呼吸。“一个小动作，并不难，掌握

好节奏。不少人疑惑自己几天没出门，

怎么‘阳’了，殊不知就是在做核酸时因

为防护不规范，不注意这些细节，被感染

了。”徐玉敏还提醒，除了防止“人传人”，

也要重视“物传人”。新冠病毒在物体表

面存活时间不长，做好物表的消杀，不漏

死角地擦拭或喷洒消毒液都可以，不用

对着空气喷洒。

当前，居民大多足不出户，大量社区

志愿者“上岗”。徐玉敏注意到，不少社

区志愿者穿上了“大白”，全副武装。她

表示，坚持“三件套”等防护要领，通常不

需要如此专业级别防护，而且如果不明

白要领，可能引发新的风险。比如，防护

服不仅“穿上”要规范，“脱下”也要规范，

如果认为穿上“大白”就彻底安全了，东

蹭西蹭，倒不如穿自己衣服那般当心，注

重“悬浮接触”，结果一圈社区走下来，可

能已经沾染上污染物。

徐玉敏注意到，目前不少城市保障

人员开始复工，很多单位采取“自我闭

环”模式，员工吃住在单位，这时候也要

注意社交距离、少聚集。“很多人会说，我

没有聚集。其实不然，你不要认为同事

跟你很熟，一起埋头吃饭没问题，当前疫

情特殊时期，打开口罩、近距离一起吃饭

是一个新的风险点，如果有感染者，就可

能‘一锅端’，引发聚集感染。所以吃饭

要错开时间、空间。”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特别

特别危险的细节，一定要给大家说明

白。”徐玉敏说。

瑞金医院感染科专家徐玉敏：

新冠治愈者不具有传染性，别慌！
居民防护细节别疏忽，坚持！

“突然接到小区实施封闭管理的通知，我马上到

居委会报名申请当一名志愿者。因为我们小区体量

大，有很多患老年慢性病的居民，医疗护理需求肯定

特别大。”杨艳是嘉定区牙病防治所的一名医生，居

住在嘉定镇街道桃园社区。3月中旬自家小区被封

控后，她与来自区牙防所、中医医院、新华医院等医

疗机构的9名同小区的医护人员一拍即合，决定就

地上岗，随即成立了由她担任组长的“医疗志愿者

队”，共同支援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为居民提供医疗

服务。

通过居民微信群，这个被居民称为“临时诊室”

的封控小区医疗志愿者群“开张”了。队员们都把微

信名改成各自的姓名和手机号，方便小区居民第一

时间联系上，进行“线上问诊”，并在紧急时提供上门

医疗服务。

第一时间回应邻居，必要时提
供上门医疗服务

“小区有位女士术后伤口需要拆线，你们能过去

帮忙处理一下吗？”上岗第一天，他们就接到了一位

居民眼部拆线的求助。求助的女士于2月底在医院

接受了眼部手术，术后缝了20多针。按原计划，伤

口愈合情况好的话，术后两周就应拆线，没想到3

月13日遇上了小区封控管理。“如果伤口拆线时间

延误太久，有可能会造成缝线与伤口黏合，影响后

续拆线换药，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组织感染。”杨艳

说。了解清楚情况后，当晚，杨艳与同事贺晓丽为其

进行了现场拆线。

针对一些居民注射药物，插导尿管、胃管的需

求，医疗队队员们也会及时联系，并告知需要用到的

医疗器械、药物等，只要配备齐全，他们会第一时间

上门进行医疗服务。虽然都是一些较为简单的日常

操作，但在全套防护之下，行动还是有些不便，每次

他们都小心翼翼，打起十二分精神。

“医生，孩子腹痛吃什么药？”“我牙疼得厉害怎

么办？”……面对居民们接连不断的咨询，他们在群

里也总是耐心给予解答和帮助。某天晚上，微信群

里响个不停，原来是一名9个月大的宝宝高烧达

39.5℃，而家里未备退烧药。“我们立即在微信上指

导家长进行物理降温，因为小孩子发生这种情况可

大可小，高热会引发抽搐，于是叫了120救护车。”杨

艳说，这些天几乎每天都会有突发状况。

除了线上问诊、上门服务外，医疗志愿者队的队

员们作为医务人员，更是积极投入到一次次的核酸

检测、抗原筛查服务中去。

守望相助，“临时诊室”获社区
居民热心帮助

“临时诊室”志愿医疗队的顺畅运行，也离不开

社区居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有医生在吗？13号楼的阿姨心脏不好，现在脸色苍白。”4月1日晚上

8点42分，微信群突然跳出一条求助信息。

当时，小区志愿医疗队队员都“出征”在外，只有退休内科医生杨甫龙一

人“留守”。杨医生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前往病患家中，但苦于没有医疗设

备，这让杨医生头疼不已。

这时，群内的爱心接力开始了：“我家有老式血压计”“我有听诊器”“麝

香保心丸要吗”“杨医生，还缺什么，您说”……邻里居民纷纷拿出家中有的

医疗工具和急救药物。

晚上9点28分，杨医生编辑了一条信息发至群内：“病人自救意识很强，

急救药已服，家用吸氧机也用上，病情略有好转，救护车在路上，很快就到。”

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吊着的心放了下来。

至今，这个“临时诊室”的医生上门为邻居们拆线1次、插胃管1次、插导尿

管1次、心脏病急救1次，线上问诊更是无数，为封控小区居民救了不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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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洗手：日常乘坐电梯随身携带“避污纸”，避免直接接触公共
按钮，日常要勤洗手，流水洗，没有条件的，就用消毒湿巾、手部消
毒啫喱等，新冠病毒对这些日常消毒液都是敏感的

戴口罩：口罩不仅要遮住口鼻，还有一个关键动作，一定要检
查气密性，要注重贴合脸部、贴合鼻部，戴好后吹起口罩可以鼓起
来，说明不漏气，气密性才是过关的

“咚、咚、咚”，三声敲门声响

起，门外传来声音：“我把饭菜放你

家门口了，今天咱们吃炒萝卜丝、韭

菜鸡蛋和拉面。”

90后王小姐家的门把手上多了

个纸袋子，里面装着三盒热乎乎的饭

菜——这是隔壁同龄人、济南姑娘李

小姐的定点“投喂”。这段特殊时

期，社区里许多独居青年之间的距离

更近了，从“最熟悉的陌生人”变为

守望相助的好伙伴。

如果不是此次疫情，一墙之隔的

两名年轻姑娘或许永远不会有交集。

自由职业的王小姐每天不定时出门，

而在医疗企业就职的李小姐则过着

“朝九晚六”的日子——“我俩甚至

都不知道对方是个同龄人”。

不久前一次抗原测试时，两人才

真正打上照面。彼时，“大白”一家

家发放试剂，门开的瞬间，她俩不约

而同“对上了眼”，全是笑意。回家

后，两人就依靠社区群迅速加上好

友，聊了起来。

“我一个人住，刚在做饭，你

家 粮 食 还 够 么 ？” 李 小 姐 热 情 地

问。王小姐则回复，自己买了很

多水饺，但家里燃气灶坏了都还

没修。“不如我把之前发的蔬菜物

资都给你吧，我家不开伙，省得

浪费了。”王小姐把家里的土豆、

胡萝卜等物资装好袋，挂在李小

姐家门口。

“那以后我做饭多做些，咱俩

‘搭伙过日子’。”自那以后，每天

中午和傍晚时分，李小姐便会在

家中烧好饭菜，分出一半装给隔壁

邻居。从土豆排骨、清炒芹菜到鸡

蛋挂面、紫菜汤，各自在家“同吃

一顿饭”。吃完饭的王小姐把碗碟

洗干净，挂在门把手上，袋子里还

添上零食，“今天的饭后小食是两

个苹果，请查收”。

一来一回，不仅解决了吃饭问

题，更擦出了年轻邻里的友谊火

花。李小姐来自山东济南，不断分

享着北方习俗；而武汉姑娘王小姐

则聊着家乡街边美食。在上海，像

她们这样的独居青年还有很多，平

日里靠外卖解决“一餐饭”，如今

成了“互助联盟”。

从陌生人变为困难时期的“互助联盟”

90后独居青年
各自在家“吃同一顿饭”

穿上“大白”，70后殷凯有了一个

新身份——配送专员。从一日三餐到

慢病用药，居民们的生活所需都在他

的配送清单中。他的配送范围不大，

仅仅是从小区大门到家门口的约100

米，但每天要往返几十个来回。

宝山区昨天发布消息，将以购买

服务方式建立专业配送队伍，计划面

向社区招募1500名配送专员，由此

解决物资配送“最后100米”之困。殷

凯就是这支专业配送队伍中的一

员。截至目前，宝山区已招募到岗

688人，下沉292个封控社区。专业团

队的到来，让连轴转了十多天的社区干

部、党员志愿者终于能歇口气，也让“最

后100米”的物资转运更高效。

其实，行行都有门道，物资转运也是

如此。当上配送专员之前，殷凯对外卖

骑手的印象就是点对点的转运。“这样的

工作不难”，他这样想，但等到真正当上

一名配送专员，他才发现，骑手们在配送

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意外，“不仅跟物接

触，也跟人打交道”。

在部分封控楼栋，配送专员要无接

触投送，通常会选择指定地点交接，这也

带来了不少烦恼。譬如，居民A团购了

鸡蛋，居民B也团购了鸡蛋，若是两家订

单在相近时间抵达，一个不留神，就会有

居民拿错。一旦错误发生，如果配送专

员再折返，不仅耗费时间和精力，后面的

订单也会出现延误。

殷凯说，现在已经摸到了一些配送

的门道。由于他本身就住在封控小区，

还一口气加入了好几个社区群。“一旦有

订单异常需要核对，我就直接在群里@

团长，让对方在后台帮忙确认。”这样一

来，居民们就能在短时间内确认是不是

自己的订单。殷凯解释，由于有些订单

因人手紧缺一时无法配送，时间一长，部

分居民会混淆订单消息。团长的后台清

单则十分准确，一查便知。有了这个优

势，殷凯的配送效率大大提升，精准度也

更高了。

情感总是互相的。这几天，殷凯收

到了一位居民的暖心留言，称“在自家小

区不怕丢单，因为配送员都会负责地放

到楼下”。遇到购买了生鲜食品的居民，

殷凯也会暖心提醒，“尽快下来拿，晒久

之后容易变质”。在摆放生鲜时，他也会

挑选有树荫的地方。

多了一重身份，拥有近十年党龄的

殷凯说，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

仅一单单准时送达，还解决了很多意料

之外的难题，真的很有成就感。”

宝山：招募1500名配送专员畅通“最后100米”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抗疫一线保供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