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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李晨琰

本报讯（记者唐闻佳）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昨天发布消息：
为切实做好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更加有效应对疫情

形势变化，降低疫情防控和社会运行成本，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本市自昨天起，将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核酸单样本检测

价格由40元下调至28元，进一步减轻群众费用负担。

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核酸单样本
检测价格下调至28元

近期，上海疫情仍在高位运行，疫情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快”字当头——加快建设方舱医院，

加快拓展集中隔离用房，加快核酸筛查进

程，加快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

尽隔、应治尽治”，加快方舱患者“进、出”

周转……以快制快，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攻坚战，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加快推进“四应四尽”，
方舱床位“转”起来

加快推进“四应四尽”，经48小时奋

战，昨天凌晨1时，公惠医院作为静安区首

家新冠定点医院正式启用。由此，上海又

启用了一家后备定点医院，由仁济医院医

疗队进驻保障，院内共设410张床位，用于

收治新冠感染者，启用当日就收治360多

名患者，其中最大年龄81岁，最小5岁。

连日来，上海采取多项果断措施，加快

阳性感染者收治速度。目前，市级层面已

有8个定点医院、床位数8000余张，建成方

舱医院100多个、床位数16万多张。

市区两级层面持续挖潜，后续将根据

疫情形势，进一步做好定点医院和方舱医

院的资源储备。市卫生健康委表示，加

快收治、加快转运，全市从“收—分—

转—巡—出”五个环节入手，不断提高

收治能力。

加快方舱医院交付投用的同时，本市

持续促进感染者的治愈转归进程，提升床

位周转效率。3月1日以来，上海累计出

院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超过2万人。根据

市卫健委昨天通报：4月12日，全市本土

病例出院334例、解除医学观察6044例；

方舱医院平均住院时间正逐步缩短至一周

左右。市卫健委同时表示，近几天，每日

出舱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型方舱医院

单日出舱人数持续增多，将加快完善从医

院、方舱到社区的高效衔接，做到进出舱

快捷有序。

“守好大门”“管住小
门”，早日实现“动态清零”

作为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当

前上海疫情防控正处在最紧要的关键阶

段，连续开展核酸和抗原筛查是阻断病毒

传播的重要手段。根据市卫健委昨天通

报，截至4月12日24时，核酸筛查工作共

采样905万人、抗原检测筛查1094万人，对

混管阳性涉及人员后续的采样检测工作在

加紧进行中。与此同时，全市加快推进

“采、送、检、报、收、治”各环节紧密衔接，以

快制快。

结合几轮核酸筛查结果和风险研判，上

海已对全市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动态

调整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区”设置，以

尽量减少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考虑疫情

形势依旧严峻，本市要求即便在防范区，也要

强化社会面管控，减少人员流动，非必要不外

出。与此同时，“三区”努力保障居民生活物

资供应、就医配药等基本民生需求，做好配送

物资消杀，设法打通保供服务“最后100米”，

同时推动社区周边药房、超市关门不停业，实

现网上订货、就近配送。

市防控办表示，上海将持续强化分区分

级分类管理，动态调整，加快实现社会面动

态清零目标。防控疫情，需要“人人之

力”。公卫专家同时呼吁，每一个街道、社

区，每一个市民都要“守好大门”“管住小

门”，自觉遵守防疫规定，积极参与创建

“无疫小区”，早日实现“动态清零”，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加快方舱患者“进、出”周转

“快”字当头以快制快，上海坚持“动态清零”
■本报记者 唐闻佳

“一天下来，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

有，只想快些把物资送到需要的市民手

中。”虹口区某便利店内，刚刚返岗的工作

人员小于正忙着分拣货品、消杀店铺等。

当下，本市正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防

控。随着“三区”管理服务工作推进，部分

超市卖场、连锁餐饮、药店等商业网点正加

大人力物资投入，以线上下单、线下理货、

集订集送的“关门不停业”方式逐步恢复运

营，做好民生保供工作。

保供“生力军”返岗，防
疫措施严格落实

手套、面屏、口罩……身处防范区，即便

只有一个人在店中，小于仍认真做好个人防

护。根据虹口区商务委要求，每天上岗前，她

自行进行抗原测试，下岗前就近进行核酸检测，

由于店铺实施闭环管理，近期她就住在店内，

除了理货、分拣，还要做好店铺的消杀工作。

虹口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辖区内

农工商、联华等小型商超及罗森、全家等便利

店部分门店恢复运营，必胜客、麦当劳等连锁

快餐店部分门店也推出团餐满足社群需求。

恢复运营前，非涉疫商业网点凭《上海市疫情

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提出申请，由区

商务委联合街道、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进行审

核，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及人员发放通行

证。同时要求网点把好进门入场关、清洁消

毒关、人员管理关、场所限流关、证照查验关

等“五关”。为保供企业发放抗原检测试剂，

还联动全区8个街道提供就近核酸检测绿色

通道。同时，要求来取货的配送人员落实限

流、保持距离等防疫措施。

在华润万家七宝店，几位返岗员工陆续前

来报到，让已经在店坚守20多天的销售支持部

负责人陈子福着实松了口气。由于此前已提

前确认了他们的核酸阴性证明等材料，返岗员

工到店即投入到配货、分装等环节。店长顾连

华说，该店承担着闵行区七宝镇、航华新村两

块区域的社区团购业务，随着“三区”管理服务

工作推进，将缓解人力紧缺的问题。

药店线上“不打烊”，加大
日用品备货量

晚上9点半，宝山区一德大药房（松寿

店）门店负责人孙静依旧守在门口，等待外卖

骑手的到来。“每天晚上我们都会集中处理一

批订单，确保当天订单当天送到。”昨天，宝山

区发布了封控期间在营药店的最新名单，一

德大药房（松寿店）成功上榜。这份名单详细

罗列出是否可用医保、联系人电话以及网购

途径等，让人一目了然。

宝山区正在营业的这105家药店覆盖全

区12个街镇，相较前一天新增16家药店恢复

营业，大多毗邻居民区。一德大药房（松寿

店）就位于月浦镇核心区域，周边环绕着一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公房小区。虽无线下

客流，但药店始终坚持线上“不打烊”。每天

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其在外卖平台的订单预

约始终开放，每天约为300-400单。当前，线

上下单也需遵循相关防疫要求，如果要购买

处方药等，需在线进行实名登记，相关病症也

要详细填写。

除常用药品外，沪上部分同时持有食品

许可证等证照的药店还加大了日用品的备货

量。牙膏、消毒液、肥皂、无碘盐等，成了人们

添加至“购物车”的热门产品。

“三区”做好管理服务，做好民生保供——

线上下单线下理货，商业网点“关门不停业”

■ 抗疫一线保供链

■本报记者 单颖文 祝越
王嘉旖

“小青菜联盟”，这个平台吸引集纳了

浦东、杨浦、宝山等区的青年社会组织，并

对接了多家市郊蔬菜供应基地、合作社，为

封控社区困难人群和养老院提供新鲜果蔬

配送。这个由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

中心创设的平台，因集纳了多项社会服务，

解决了很多老人的迫切需求。

复杂严峻的防疫形势下，枢纽型社会

组织扮演着“连接器”作用，一端连着无数

居民区，另一端连着各类提供专业服务的

社会组织，高效对接供需，让各类服务实现

“集单”供应。全市层面，1.7万家社会组织

纷纷投入抗疫一线各展所长，为老服务、心

理照护、特殊困难人群关爱、物资保障……

助力兜住民生，化解矛盾。来自市民政局

数据显示，全市累计投入近8000多名医务

社工、社区社工、儿童社工等纷纷开展防疫

宣传、心理疏导、保障支持等专业服务。

上海为老服务社会组织纷纷开辟线上

关怀服务，定期询问老人困难，也抚慰他们

的心理焦虑。自3月底相关服务开通以

来，上海华龄涉老产业发展中心已帮助不

少老人解决生活难题。

王老伯的心脏类药物已停药三天，但

他不好意思求助别人。得知王老伯需求

后，社工们立即组织了线上小组会议商讨

解决方案。他们首先将王老伯的医保卡实

现线上绑定，然后在诸多网上药店寻找王

老伯所需要的药品，帮助他实现网上登记

信息、网上下单。同时，他们联系上王老伯

所在居委会，请社区干部帮忙把送来的药

品递送上门，最终顺利解决该问题。

各大心理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心理

干预，开通免费热线，接受个案心理疏导，缓

解公众及抗疫一线人员的焦虑情绪。

以上海白玉兰开心家园家庭服务社为

例，其专门派驻具备心理咨询师资质的社工，

配合安抚社区居民。同时，开展线上24小时

防疫心理热线服务。

一通通电话里，人们各自讲述着不同的

焦虑。有人住在阳性患者的毗邻楼栋，天天

不敢开窗担惊受怕；有人既要居家办公处理

繁杂工作，还要看顾着上网课易分心的孩

子。静心倾听，以同理心安抚，并找寻资源支

持……心理援助社工们以专业方式，让人们

得到心理慰藉。

全市1.7万家社会组织纷纷投入抗疫一线

“集单”供应各类专业社会服务

■本报记者 王嘉旖

“让他们睡个好觉”“给集卡司机一点

温暖”……本轮疫情以来，全市基金会等慈

善组织主动对接社会爱心资源，一方面购

买抗疫物资保障一线“战士”，也建立紧急

救助平台对接百姓需求。

据统计，截至4月11日，上海共计有

151家基金会开展抗疫慈善活动，本轮疫

情防控社会捐赠收入达3.37亿元、支出

3.16亿元，其中资金支出1.45亿元，物资支

出1.71亿元。

一张行军床，铺着保温床垫，这对于连

轴转的“大白”来说十分重要。近期，一项

名为“让他们睡个好觉”的慈善捐赠项目在

上海接力，旨在改善一线防疫人员的睡眠

环境。市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已采购了2000余套行军床，陆续转运至

全市16个区。

同时，市慈善基金会响应由市交通运

输行业协会倡议的“给集卡司机一点温暖”

活动，出资60万元为本市4万名疫情期间

参与物流保供的集卡司机提供一餐饭。

这些天，司机师傅们工作、生活全都在

车上，吃口热饭、去个厕所都不容易，在体

能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当得知司

机们要来装卸货物时，给每个人准备一份

热盒饭，让他们心头暖一暖。”该负责人这

样表示。

“105岁独居老人需要容易咀嚼的食

物”“孕妇需要心理援助”……自4月9日“爱

沪有我”紧急志愿求助平台上线以来，共收集

求助信息超1400条，及时给予对接。该求助

平台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联合其他公

益组织建立。

平台接到过这样一条紧急求助：一位

105岁独居老人家中大米吃完了，老人的女

儿今年也已70岁，她俩不会线上下单、小区

团购，家里必然缺米少面，志愿者将其求助信

息调整为“紧急”。恰巧有基金会合作伙伴的

志愿者就在老人居住地附近。志愿者带上家

中20斤大米以及一些松软水果，骑上“小电

驴”送到老人家门口。老人所在居委会也发

放了点心、牛奶等物资。

全市151家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积极开展抗疫活动

对接爱心资源，购买抗疫物资

■本报记者 王宛艺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超大型城市，如何保证老年人群避免大

量感染，正是坚持‘动态清零’的重要

意义之一。”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

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党委书记瞿介明说，上海疫情防控

形势正处在最关键时期，新增感染人数

依旧处于高位。与此同时，近期治愈出

院和解除医学观察的人数也连创新高。

方舱床位“进、出”周转加快，上海加

快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

隔、应治尽治”，为实现“动态清零”打

下坚实基础。

奥密克戎变异株较之前的各亚型有了

明显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传播力更

强。关于病毒传播力，流行病学常用到基

本传染数R0值，2020年的新冠病毒原始

毒株R0值估算约2.5，德尔塔毒株R0值约

5-6，而据全球学界目前预测，奥密克戎的

传播力是德尔塔毒株的3-4倍。

高传播力给防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

战。“动态清零”是目前最符合中国实际、尊

重科学、体现规律的模式。“‘动态清零’的

核心概念，并不是指一个区域内一个病例

都没有，而是疫情发生后，能以最快速度将

疫情控制住，不形成规模蔓延。”瞿介明解

释，“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

尽治”，就是科学有效的具体手段，尽快发

现感染者、阻断传播链。

瞿介明称，强力推进“四应四尽”的进

程，包裹着对坚持“动态清零”的三条深层

考量。

第一，不做好“动态清零”，高传播力将

任由病毒在社区、街镇、广泛的自然人群中

蔓延。在病例增长趋势较快的地区，如不

加以阻断，容易出现大量溢出。

第二，感染人群基数增大的同时，虽说

单纯感染症状轻，但对有冠心病、心功能不

全、肾功能不全、老慢支、肺气肿等基础疾

病的患者，以及肿瘤患者等免疫功能低下

的患者，容易导致基础疾病加重或成为重

症、危重症，其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和重

症、危重症新冠肺炎也会较高。

以正在承担新冠定点医院任务的瑞金

医院北部院区为例，收治的患者中，60岁

以上患者占比约15%，血透患者53人。瞿

介明称，他近期在每日会诊中发现，几乎所

有重症患者均为老年人，甚至有85岁以上

高龄的患者。目前重症监护室内收治的患

者中，也有新冠轻型、普通型患者因新冠病毒

感染导致基础症状明显加重。

第三，正因年龄、基础疾病等因素制

约，此类最为脆弱易感的人群，也是新冠疫

苗接种率最低的人群。若人群感染基数一旦

在短期内呈爆发增长，重症比例也会随之

提高，不仅容易导致医疗资源挤兑，也会

有感染其他住院患者的风险，导致难以挽

回的后果。

“基于以上考虑，‘动态清零’是目前控制

感染人群基数、缓解疫情进一步扩散必须的、

科学的模式。”瞿介明说，作为医护人员始终

牢记，坚持“动态清零”的初心是为了真正实

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将继续集中

优势兵力，以‘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

势头，最大程度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双赢。”

瑞金医院呼吸科专家瞿介明：
对坚持“动态清零”的三条深层考量

■本报记者 唐闻佳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连续开展核酸和抗原筛查是阻断病毒传播

的重要工作。昨天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通报，截

至4月12日24时，核酸筛查工作共采样905

万人、抗原检测筛查1094万人，目前正在对

混管阳性涉及人员开展后续的采样检测工

作。4月12日，上海本土病例出院334例、解

除医学观察6044例，他们将返回居住地接受

健康监测；上海新增1189例新冠肺炎本土确

诊病例和2514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

乾渝、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市疾控

中心主任付晨就市民关心的问题予以回应。

方舱医院的出舱
流程如何优化？

加强出舱、转运力量的组
织、接返等一系列环节协同工作

吴乾渝介绍，上海根据《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的通知》要求，

组织专家研究制订了方舱医院出舱标准。

在感染者入院后第2天起，就要每日检测核

酸。对连续2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采样

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感染者，结合医生综

合判断，符合出舱标准的准予出院或解除隔

离医学观察。

方舱医院主要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轻

症患者，通过积极的健康管理、随访观察和

对症治疗，结合中药治疗，缩短出舱和康复

时间。目前，方舱医院平均住院时间正逐步

缩短至一周左右。吴乾渝谈到，方舱医院周

转速度涉及到出舱、转运力量的组织、接返

等一系列环节，需要加强协同。近几天每日

出舱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型方舱单日出

舱人数持续增多，这需要方舱医院做好出舱

前的准备，以及与属地的对接，市、区两级组

织好转运力量，及时将出舱人员转运到属地

社区。

如何监管“团购”
中哄抬物价等行为？

继续加强对经营者价格行
为监管执法

疫情防控以来，“社区团购”成为封控期

间市民生活物资保供的主要方式，为民生保

障，缓解“买菜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彭文皓介绍，为进一步规范“社区团购”

价格行为，将继续加强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监

管执法。近期，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发布了

《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提

示相关组织者、经营者在开展“社区团购”中，应当根据经营成

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不得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明码标价，公示商品品名、数量、规格和价

格等信息；应当优化组织管理，为消费者做好售后服务，切实

维护消费者权益。

彭文皓建议，消费者在团购时注意选择正规保供单位提

供的商品。重点可关注：团购商品是否明确标示具体信息；是

否对漏发、错发等问题有明确处理方式；是否提供联系人和联

系方式等。同时，注意保留团购商品的记录、与相关经营者沟

通的截屏等，以便维权时作为相关证据，也便于市场监管部门

的后续核查和处置。

针对社区团购中因客观原因，发生套餐商品调整、延迟交

付等情况，市市场监管局也提醒广大经营者要将相关情况及

时全面地告知消费者，妥善处理退款等消费者合法合理诉求。

快递送达的包裹和团购物品
如何消杀？

使用慢速水流冲洗或浸泡清洗生鲜食品

“市民在收取团购物品、快递包裹时，建议采取无接触式

收货；尽量避免与志愿者、配送员当面交接。取货时，务必戴

好口罩、手套。”付晨说，对于外包装，可使用消毒剂喷洒消毒

或消毒湿巾擦拭消毒，作用10-30分钟。纸箱、包装袋等尽量

留在门外，放入垃圾桶，不要带入家中。

如果家中没有消毒剂，也可将物品放在阳台通风处一段

时间，利用通风、阳光照射的作用也能达到一定的消毒效果。

付晨特别提醒，对于蔬菜、水果等生鲜食品，不要使用化

学消毒剂消毒，以免影响食品安全及口感。如不放心，可佩戴

好口罩后，使用慢速水流冲洗或浸泡清洗，擦干、沥干后存

储。处理结束后，使用流动水+洗手液，按照“六步洗手法”清

洗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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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日前专门部署全市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关心

关爱独居老人工作，尽全力帮助或协调有关部门解决独居老

人面临的生活、用药、治病等实际困难。图为虹口分局曲阳路

派出所“助老先锋队”民警为辖区高龄老人送物资。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焦雪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