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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防范区涉及
多少人，会造成人员聚
集吗？

答：截至4月12日上午，各区划定第一

批“三区”名单，其中封控区11135个，涉及

人口数1501万人；管控区2682个，涉及人

口178万人；防范区10323个，涉及人口480

万人。后续各区还将陆续公布下一批“三

区”划分具体名单。

防范区虽然所涉小区数量多，但人口

相对较少，90%的小区分布在郊区，中心城

区仅占10%左右；所涉及的480万人中，

430万人分布在郊区，中心城区共50万人。

防范区内人员，抗原
检测和核酸检测有什么
要求？

答：对防范区内人员，一周需开展2次

抗原检测；对在岗执勤的警察、快递员、城

市服务保障人员等，进行抗原+核酸检测。

为什么有的防范区
还是不能出门？
答：如防范区内出现阳性感染者，则调

整为封控区。对毗邻地区有较多封控区、可能

产生聚集性风险的防范区，各区可根据情况，

强化措施提级管理。

对防范区实行强化
社会面管控，具体有哪些
措施？

答：本市对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
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要求防范区内

人员减少流动、非必要不外出，活动范围以所

在小区为主；确需外出的，原则上在防范区所

属街镇内适当活动，不得流动到封控区和管

控区。

上海各区划定首批“三区”名单，对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

为什么有的防范区还是不能出门？
“三区”防控热点问答为你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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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李晨琰

本报讯（记者何易）上海海关昨天紧急出台第二批针对性措
施，推动提高货物报关和提离效率，进一步提升口岸集疏运能力。

疫情管控措施对口岸集疏运能力形成制约，造成货物在口岸

堆场和货站仓库大量积压，海空港正常运行受阻，也影响到海关口

岸通关作业。数据显示，3月底以来，货物在海关放行后的实际提

离比例不足50%，其中海运口岸仅为35%，空运口岸为49.1%。

为推动破解上述瓶颈问题，上海海关迅速行动。针对报关

业务，上海海关表示，目前主要业务的进出口报关单均可通过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互联网+海关”在线申报。企业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模式，尽早办理申报

手续。报关单申报与换单作业无先后顺序要求，申报时一般无

需提交提货单。

针对进出口企业无法至现场办理业务的情况，上海海关表

示，企业可通过“不见面”方式开展检查作业。企业在收到货物

查验通知后，可选择“不陪同查验”或“委托监管作业场所经营

人陪同查验”，免于派员到场陪同。上海海关承诺：关区各海空

运口岸海关将根据企业申请，积极采用无陪同查验模式，对于

具备查验条件的进出口货物，做到应查尽查；对于民生保供等

重点商品，开设绿色通道，实施优先查验。

对民生保供重点商品开设绿色通道

上海海关紧急出台措施
加速货物报关和提离

昨天一早，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新桥派

出所社区民警陈联义进社区协助核酸检

测，换上“大白”后，郑重贴好“社区帮

困先锋队”臂章。“虽然帮困工作一直在

做，但有了这个臂章，可以让居民在有困

难时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同时，这个臂章

也在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践行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

日前，市公安局党委根据市委部署，

要求全市公安机关所属各派出所成立“社

区帮困先锋队”，协同做好社区内独居老

人、儿童、残疾人、孕产妇、危重病人等

特殊人群的民生服务保障工作。

陈联义有一份16人的关心名单，每一

次进社区，都不忘将住户的备注需求及时

勾销，“这家需要什么药品”“食物够吃几

天”……和陈联义一样投身于“社区帮困

先锋队”的民警，在松江区就有400多人。

面对特殊人群的各项刚需，他们发挥

社区民警“地头熟、人头熟”优势，发动

和依靠社区干部、志愿者等力量，结合

“拍门”“扫楼”等工作，全面细致排查辖

区内特殊人群，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针对

困难群体在餐食、用药、就医等方面的急

迫需求，“社区帮困先锋队”及时响应、

多方协调，打通保供服务“最后100米”。

针对独居老人、危重病患的用药需

求，公安机关与辖区各大医院、药店建立

联系，根据“社区帮困先锋队”收集掌握

的用药需求，协同相关部门落实采购措

施，想方设法送到病患手中。

近日，崇明分局城桥派出所接到浦东

黄女士的求助，其独居在城桥镇的母亲因

患癌症需长期服用靶向药物，目前药已用

完。由于封控管理，她只能将家中备用药

送到高东收费站。与此同时，一位市民向

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求助，需将治疗心脏病

的药物转送同样住在城桥镇的母亲。崇明警

方迅速启动帮困救助机制，民警黄诗阳驾车

赶往高东收费站，从黄女士和浦东分局民警

手中接过两份救命药，以最快速度分别送到

两位老人手中。

针对社区危重病患等特殊人群的就医问

题，特别是血透、重大疾病紧急就医等，公安

机关协同落实医患对接等措施，组织“社区帮

困先锋队”做好病人离开小区、救护车通行等

服务保障，紧急时提供必要的出行便利。

考虑到还有不少孕产妇在长宁区妇幼保

健院就医、分娩，长宁分局与妇幼保健院对

接，建立警医联络保障渠道，为待产孕妇和

产后妇婴提供必要的返家护送服务。

在三甲医院较为集中的徐汇区，警方积

极协调社会资源，“社区帮困先锋队”有了得

力战友——一支由19名网约车司机组成的爱

心车队。他们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

下，与民警一起免费送重症、老年病患和特

殊困难群众回家。

服务特殊人群，打通餐食、配药、就医“最后100米”

上海警方成立“社区帮困先锋队”
■本报记者 周辰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受封控管理
影响，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往往通过快递

渠道解决。小区团购到货了，怎么拿

取、如何消毒更安全？日前，上海市疾

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医师张玉成建议，

市民要采取无接触式收货，纸箱、物品

外包装要消毒。他特别提醒，不使用化

学消毒剂消毒食物。

当小区团购到货后，应采取无接触

式收货方式。居委会或物业可请配送员

将货品送至小区门口，尽量避免当面交

接，可以隔门对话，确认收货。收货时

要戴好口罩和手套，收货人数也要控

制，避免过多人参与造成聚集。

“收货完成后，纸箱、物品外包装一

定要消毒。”张玉成说，消毒前先戴好一

次性口罩和手套，使用消毒剂喷洒消毒，

喷洒到外包装湿润，或使用消毒湿巾擦拭

消毒外包装。根据消毒剂说明书，一般作

用10-30分钟。以上均完成后，可再请相

关人员配送至居民家门口。

注意，居民收货时也应采取无接触

式收货，请志愿者将物品放至门外即

可。保险起见，戴好口罩、手套再进行一

遍消毒程序。消毒剂有以下几种选择：

250-500毫克/升含氯消毒液；100-250毫

克/升二氧化氯消毒液；1%-3%过氧化

氢；其他标明可消毒物体表面的合格消

毒剂。

“不建议居民使用酒精喷洒消毒，容

易发生燃烧等事故。消毒完成后，应立即

拆除外包装，可直接丢在门外，尽量避免

带进室内。然后脱去手套、口罩，按照

‘六步洗手法’在流动水下清洗双手。”张

玉成说。

他也提醒，居民在配置消毒剂时，应

佩戴口罩、手套，注意要在通风良好的环

境下，根据使用说明书要求配置，消毒剂

勿与洁厕灵混用。家中没有消毒剂的话，

可将不急需使用的物品放在阳台等通风处

静置一段时间后再打开。不怕晒的物品可

在太阳下暴晒，利用通风、紫外线自然消

解，也能达到降低污染的效果。

“执行好外包装消毒后，对于团购

来的蔬菜、水果、冷冻食品等无需喷洒

消毒剂，否则会影响食品安全及口感，浸

泡 清 洗 或 慢 速 水 流 冲 洗 ， 擦 干 储 存 即

可。”张玉成说，购买的米面粮油一般都

是自动化生产，本身受到污染的几率极

小，只要对购买回家的米面粮油外包装消

毒即可，不立即食用的，可放在通风处

静置一段时间。

家中如无消毒剂，建议将不急用物品放通风处静置一段时间，不怕晒的物品放太阳下暴晒

团购菜来了，怎么拿取？如何消毒更安全？

眼下，上海疫情防控正值最关键、最

吃劲阶段。高校是人员密集场所，且不

少高校还有多个校区，如何织密疫情防

控安全网，在全市疫情防控的统筹安排

下实现“动态清零”的目标？沪上高校正

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防控举措，确保

抗疫时期教学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师生

携手同心，凝聚起强大的战“疫”合力。

“千万家庭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

定不负重托！疫情防控必须从最坏处准

备、往最难处着手、向最好处努力。”这正是

当前守护校园的高校老师们的心声。

守好每一道门
网格化管理下每个

片区都有“区长”

一箱苹果进入大学校园要过“几道

关”？进大门前，先要在物资缓冲区由工

作人员核验“身份”；随后，跟随车辆经过

三道“消杀关”——进校前封闭车门“全

身”消杀，抵达指定区域开货柜门车内消

杀，卸载后更是每一个苹果都必须消杀，

最终才能送上学生的餐桌……复旦大学

日前启动的这一系列流程，正是当前沪

上高校守好校门、杜绝“物传人”的病毒

传播链的“标准程序”。

始终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筑牢疫情防线，按照本市

疫情防控工作总体部署要求，沪上高校采取

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

严格校门管理，筑牢网格化管理体系，

是各大高校落实防疫管理的重要措施。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的

彭自然老师最近多了一个“头衔”——楼

长。白天，他在值守的学生宿舍楼大厅为学

生上网课，而这里，到了夜晚，便是他的休息

之处。学校进入封闭管理后，学生宿舍区被

划分为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区长”把

守，专门负责外围物资运送和协调等工作，

而每栋宿舍楼则由老师入住担任楼长，负责

协调处理核酸和抗原检测、餐食物资分发等

具体事务。网格化管理的实施，使得一旦发

生疫情，学校方面能快速反应，并将影响降

至最小。

上好每一门课
无人送餐车、核酸采

样棉签成鲜活教案

从封闭校园到启动线上教学，需要多少

准备时间？上海交通大学3月9日一早发出

线上教学指令后，半小时之内，全校就已完成

了3000多个教学班腾讯会议号的系统匹配，

万余名本科生立刻进入云端开始上课。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沪上高校纷纷启动

线上教学，学生和教师“足不出户”，减少校

内人员流动，降低感染风险。

原本需要动手的实验课程，搬到线上后

怎么上才能让学生有代入感？上海交大巴

黎卓越工程师学院教师施卓伟想了一个妙

招：把核酸测试场景引入课堂。棉签咽拭子

涂抹的力度和滑动距离对检测效果有何影

响？他把这个问题带到《流体力学基础》课

上讨论，一下子激起了学生们的兴趣。“这些

疫情防控中的细节本来就是科学问题，学生

身处其中，更能够激发他们的探索兴趣。”施

卓伟说。

在上海交大，从为学生们送饭的无人送

餐车的算法，到送餐的运筹学原理，这些出

现在校园当下战“疫”中的场景，都成为了课

堂上的经典案例。

数字技术不仅被广泛用于线上教学，

同样也为校园疫情防控赋能，助力防疫效

率提升。在松江大学城，各高校的数千名

乃至上万名学生分散在十几栋乃至几十栋

学生宿舍楼。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处负责

人徐丽云告诉记者，原本大学城学生宿舍

区的驻楼工作组每天都要花费数小时统计

全校5000多名学生核酸采样和检测结果

信息。得知这一消息，相关技术人员连夜

开发，上线“上外师生核酸检测结果查询系

统”，防疫工作者只需在系统后台点击几下

鼠标，即可查到本校师生核酸检测结果，并

生成核酸检测统计报告。

打通“最后一公里”
全力保障学生就餐

就医“刚需”

华东师范大学封闭至今，一支由14

名司机组成的校园应急车队一次次飞驰往

返，为900多起学生就医护航，送医行程达

3万公里。最多的一天，小车队总计出车42

次。车队司机师傅里，有人家里有80岁老

父需要照顾，有人的老母亲已94岁高龄，

留在养老院多日未见……但是对他们来说，

眼下，没有什么比守护校园和师生安全更重

要的事了。

封控中的校园，校方全力以赴保障学生

的就餐、就医等问题。

在同济大学，各校区有3万名左右学

生，每日需配送约9万份餐食到学生宿舍

楼。如何打造一道安全的“餐饮保障线”，让

在校的师生们按时吃上营养均衡的一日三

餐？各学院、各机关职能部门留守校园的教

师纷纷加入送餐队伍。

上海财经大学也组建起一支“餐食保障

突击队”，从最初的不到20人，已迅速扩充

至60余人。这支突击队与园区楼宇志愿者密

切配合，打通从食堂到各生活园区餐食配送

的“最后一公里”，每天早中晚三餐的运送量

超过15000份。

复旦大学总务处餐饮办的王珏负责

四个校区所有食堂的餐饮保障以及原材

料 采 购 和 调 度 ， 自 从 校 园 进 入 封 控 以

来，每天单是协调早餐、肉、盒饭、水果

等的电话，就能让他的手机不断地从电量

满格打到电量为零。偶尔闲下来，王珏只

敢和女儿微信语音聊上两三句话。“我担

心电话占线误事，更担心说的时间长了，

女儿会更想我。期待疫情早日过去，我们

生活如常。”

沪上高校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师生携手同心守护校园

“千万家庭把孩子托付给我们，一定不负重托！”
■本报记者 姜澎 吴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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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上海全市定点医院和方舱

医院的出院和解除医学观察的人数超过

6000多例，他们将返回居住地接受健康监

测。3月1日以来，上海累计出院和解除隔

离医学观察超过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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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上海新增99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

2234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就市民关心的问题，市卫生健康委一

级巡视员吴乾渝、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市

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予以回答。

防范区人员如何
具体管理？

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
限制人员聚集规模

4月11日开始，上海根据核酸筛查结

果，划定了第一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名单，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

“经历了长时间封控后，大家都想出门

透透气，还需要买菜、买药、就医等。但如果

出现大量人员无序集聚，也会对当前的防疫

工作造成很大隐患。”吴乾渝提醒，防范区不

是“放飞区”，管控区、封控区更不是。

在防范区，全市依旧坚持“强化社会面

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的策略，非

必要不外出，在居住小区内活动为主；确需

外出的，可在防范区所属街镇内活动，不得

流动到封控区和管控区。对毗邻地区有较

多封控区可能产生集聚性风险的区域，各

区可视情况强化管控措施。

吴乾渝说，防范区内人员落实一周2

次抗原检测，提倡居民朋友核酸检测愿检

尽检。对因就医等确需外出人员，全程做

好个人防护，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互联网医院的优势，倡导线上就诊、线下

配药。如出现阳性感染者，该居住小区或

自然村（单位、场所）动态调整为封控区，落

实相应管控措施。

如何做好封控
区、管控区居民的生活物
资保障？

以集采集配，保供套餐
等方式为主

“对于封控区、管控区居民的生活物资

保障，以集采集配，保供套餐等方式为主。”

刘敏介绍，通过超市卖场、电商平台与社区

对接，集中汇总居民消费需求，组织主副食

品、生活用品等套餐供应。

市商务委鼓励超市卖场等和邮政快

递、第三方物流合作，增强运力，将生活物

资送到社区门口。针对老年人、妇婴、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建立应急特殊需求协调组，依托美团、饿了么等

“应急特殊”专用频道，收集紧急求助信息，协调各区、各街镇予

以解决。

市商务委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推动电商平台增加外援力量：

第一，推动电商平台加强与主产区联系，加大备货量，将更多生

活物资快速运达上海；第二，推出保供套餐，如推出不同价位、不

同配品的套餐包，以集采集配的方式送达社区。

超市餐饮店恢复营业了吗？
分区分类推进超市卖场等相关网点解封工作

结合疫情防控和生活物资保障实际需要，本市超市卖场相

关网点解封工作将分区分类稳妥推进，把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生活物资供应节点、网点解封出来。

市商务委对封控区和管控区建立保供“白名单”，必备的超

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网点中的非涉疫网点，凭保供企业证明

向所在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后，由各区商务主管部

门将网点“白名单”抄告各街镇予以解封。

对防范区，除商场、超市、药店等基本生活必须物资供应场

所外，其他非必要商业场所的运营活动暂不恢复。大型连锁餐

饮企业逐步恢复营业，暂停堂食，实行线上订餐、线下配送。

有阳性感染者的楼栋如何做
好环境消毒？

需及时对居家环境和活动轨迹消毒

吴寰宇介绍，首先应尽快对家庭环境尤其是阳性感染者曾

经接触的地方进行彻底消毒。阳性感染者所在楼栋也要消毒，

重点是阳性感染者经过和接触过的地方，包括电梯按钮、扶手、

门禁呼叫按钮等。阳性感染者所在小区公共区域的消毒应重点

聚焦阳性感染者曾经到访和经过的地方，采取针对性消毒措施。

在上海，精神障碍患者用药分为在册和非在册。吴乾渝介

绍，对于在册的，通过既有精神障碍患者服药和送药机制解决；

非在册的，通过各区精神卫生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

衔接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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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4月11日起，上海全市

按照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三类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

控管理。昨天，上海各区首

批“三区”名单公布。

针对“三区”名单和防

范区管控要求等市民关心

的问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予

以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