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范忭忭

一版责编/张怡波 杨 阳
见习编辑/邓笠懿 余润坤
本版编辑/李欣泽 www.whb.cn2022年4月21日 星期四

2

根据上海市卫健委昨天最新通报：截

至目前，本轮疫情累计阳性感染者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19%，其中，80岁

及以上老年人占比2%。国内外研究也表

明，老年群体是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如

果被感染，不仅非常容易传给他人，自身

也很容易出现重症化趋势。对此，昨天，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发布老年人群日常防

护五条需牢记的要点。

一是牢记个人防护要到位。非必要

不外出，不去人群聚集场所，即便是解封

以后也要尽可能做到上述这一点。如果必

须要出门，一定要记得规范佩戴口罩，口

罩不要为了节约而重复使用。在做核酸检

测时，特别注意不要去接触核酸检测的采

样台，与其他检测者保持2米安全距离，

回家后流水洗手，换鞋、做好相应物品的

消毒。

二是牢记居家环境要清洁。多开窗通
风，保持室内清洁卫生。收到快递后，先在

室外用酒精湿巾或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再

放在通风处静置半小时。

三是牢记营养摄入要均衡。注意补充适
量的蛋白质、维生素。要多喝水，用水或盐

水适当漱口，保持口鼻湿润。

四是牢记锻炼运动要适度。在家里可以
适当散步、做操等，衣服要宽松舒适，鞋子

合脚牢固，不要穿拖鞋运动，以防意外跌倒

和不必要的损伤。

五是牢记健康管理要坚持。保持生活规
律，保证睡眠，尽可能保持愉快的心情，多

与子女和亲朋好友沟通聊天。如果是有一些

基础性疾病的，要对血压、血糖、心率做好

自我监测和控制，按时服药。

截至目前，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

疫苗接种率62%，加强免疫接种率38%。根

据国内外对老年人群新冠发病情况的研

究，在全程接种以及接种了加强剂次新冠

疫苗的老年人中，疫苗预防重症、危重症

乃至死亡的效力非常明显，全程接种的效

力超过了70%，接种了加强剂次后更是超

过了90%。据此，市健促中心呼吁符合条

件的老年人，未来在解封以及附近的接种点

开放后，尽快预约接种新冠疫苗，如果已完

成全程接种的老年人，在满6个月后尽快接

种加强剂次。

老人如何避免新冠感染？牢记防护五要点
“菜篮子”保供稳价意义重大，随着

静态管理持续，作为蔬菜保供力量的重

要一支，地产蔬菜的生产销售情况怎么

样？记者昨天从松江区了解到，该区各

蔬菜生产基地目前基本上已全员复工，

生产经营状况稳定，青菜、杭白菜等新

鲜当地菜正源源不断从各基地送到各社

区，而且因为运输成本下降、市场客菜

日渐充裕等原因，地产蔬菜价格也出现

回落。

据松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蔬菜科

科长唐纪华介绍，各蔬菜基地的人员复

工率已超过99%；全区在田蔬菜面积有

8600余亩，日供蔬菜在190吨左右。

价格方面，先看批发价，目前田头菜

批发每斤在3元左右，相比去年同期的

每斤2元有一定程度上涨，主要是因为

市场需求集中，以及生产风险的提升。

至于市民关心的市场销售价格，记者了

解到，静态管理前，丰桧合作社推出38

元7个品种的蔬菜套餐，相对平价，后期

因为封控带来的运送成本，以及生产经

营风险上升等原因，松江地产蔬菜社区

直供价格在每斤10元左右。

近期，因为社区集采模式的理顺、经

营成本下降等原因，不少蔬菜基地已下

调蔬菜供应价格。多吉利德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推出的36元6斤的绿叶菜套餐，

因为符合市场对平价绿叶菜的需求，受

到欢迎。基地负责人马强介绍，由于运

力不足，基地每日限定供应2000单，都

会售罄。而家绿农业专业合作社、吾舍

农场等基地也适时推出平价套餐。

另据记者观察，经历这次疫情，松

江地产蔬菜基地的市场应对能力也有所

提升。继 2020年初试水社区直供之

后，此次疫情中，家绿合作社的直供模

式也更成熟，并借助原有的客户群，参

与社区集采集送，更好满足了静态管理

下居民对新鲜蔬菜的需求。同时，为了

共同应对市场，各基地之间也加强合

作。浦远蔬菜专业合作社是规模型的蔬

菜生产基地，近期每日田头出产蔬菜15

吨左右，供应丰桧、吾舍农场等配送力

量更充裕、市场渠道更成熟的基地。

稳定的价格需要稳定的生产和市场

供应渠道。静态管理期间，松江区农业

部门积极争取畅通农产品保供应的运输

“动脉”，其中，通过各个通道，发放了一

批市、区的防疫保障临时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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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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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下午，金山区廊下镇防范区内，一辆拖拉

机开始在田间地头重新轰鸣，因疫情停摆的春耕备耕就

此重新启动。在嘉定区外冈镇万亩粮田泉泾基地，戴好

口罩的农机手前天也已驾驶着旋耕机进行翻地、平地、

深松等操作。而奉贤区已第一时间制定了农业从业人员

“白名单”，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村居的农业从业人

员及时返岗，为田间耕翻、种子化肥等生产物资配送运

输提供保障。

制定“白名单”，努力解决农民复工问题

奉贤区南桥镇华严村上海才娟粮食合作社负责人史

金娟是入选首批“白名单”的农业从业人员之一，她介

绍，往年4月初就要开始稻田耕翻，今年如果再拖延下

去，不仅会影响第一批早稻的收割时间，也可能影响今

年水稻的总产量。“我们心里也很着急，和村里沟通，

村里也及时与镇农业中心沟通。”为此，奉贤区第一时

间制定了农业从业人员“白名单”，目前初步确定区级

跨镇农业人员232人、镇级跨村人员1606人，努力解决

农民复工问题，保障农业安全生产。

入选“白名单”后，史金娟和几位农机手立即开始

村里150亩水稻田的耕翻工作，而每天上岗需要有48小

时内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阴性证明，并实施“两点一

线”管理模式。

史金娟说：“现在我们基本要完成第一次耕翻工作

了，5月初再抓紧深翻，接下去就可以灌水，到5月20

日左右就要播种水稻了。”奉贤区农资部门目前准备了

2吨水稻浸种药剂，同时积极联系本地肥料生产商储备

一定量配方肥，以满足当前生产需要。

“两点一线”管理，不跨区域流动

在金山区廊下镇，农机负责人邱月良介绍，廊下万

亩粮田好几块区域田中都有留菜的习惯，菜长成了大片

菜花，这些菜花均可作为绿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成为

天然养料。今年廊下镇全域共种植优质特早熟节水抗旱

水稻“八月香”1200多亩，每天可完成耕地60多亩。

“合作社现在有3位本地驾驶员，每天工作8小时，

耕地200亩左右。镇农机中心一直在指导和关心我们农

户的春耕情况，帮助我们保种植保生产。”廊下万亩粮

田种植大户沈喜良说。基地对返岗工作人员统一进行闭

环管理，按时做好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测，全部启用本村

村民，做到不跨区域流动，确保春耕生产安全有序。

“目前主要是在做一些春耕的前期工作，包括清除

杂草、整理田垄、进行土地翻耕等。我们基地共有

1600亩水稻种植面积，准备用五六天时间，完成翻

耕工作，后期更多农机将陆续进地干活，进度就会

更快。”嘉定区外冈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社员黄雪

华介绍。

“由于疫情防控，眼下我们合作社社员的出勤率受

到一定影响，我们正在积极申请复工返岗，同时将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外冈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孙佳赟介绍，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统一安排

住宿、“两点一线”农机作业、落实好48小时核酸筛查

和每日抗原检测等疫情防控措施，确保恢复生产的同时

做好防疫工作。

防疫不误农时
沪郊启动春耕

■本报记者 薄小波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4月17日，华

山医院宝山院区新冠收治定点医院为一位

91岁高龄的新冠患者开展内镜下紧急手

术，顺利取出其误吞入食道的4颗假牙。

前天，好消息传来：老人已能进食流质，恢

复良好。

这名91岁的新冠患者有糖尿病、高血

压等基础疾病。4月15日凌晨，由于误吞4

颗假牙，老人出现食管上段不适、吞咽疼痛

等症状。根据CT检查提示，误吞的假牙长

约4厘米，且正好卡在食道入口处。由于

所在医院尚不具备紧急手术能力，经上级

相关部门协调，老人被转运至华山医院宝

山院区接受治疗。

院方相关负责人经过共同协商，第一

时间协调老人转入医院。宝山院区副院

长、院区内镜中心主任钟良认为，吞下的假

牙卡嵌已有3天，越晚取出风险越大。如

异物持续对周围组织造成损害，可能会引

起穿孔、出血，甚至感染性休克死亡。多学

科评估后认为，相较于外科手术的高创伤，

对于91岁高龄患者来说，内镜治疗获益最

大。同时，口腔科周艺医生判断，患者假牙

为烤瓷牙，两侧无挂钩，内镜取出时对于周

边黏膜的损伤也相对较小。

决定手术方案后，相关科室迅速完善

应急预案，并取得家属知情同意。术中，医

护人员进镜至患者食管入口处，可准确观

察假牙正卡在颈段狭窄处，且周围食管黏

膜已出现明显充血和水肿，形成溃疡。因

食道此段本身极为狭窄，是异物最易卡嵌

处，所以视野暴露差，器械操作空间非常狭

小，尤其是在戴着面屏和护目镜的情况下，

更影响医护观察。

在钟良远程视频指导下，赵现光医生

稳、准地使用异物钳确定假牙上端凹槽狭

窄处，姜华护士迅速闭合器械夹住异物。

为防止食管划伤，两人轻柔而缓慢地拖动

假牙将其取出，整个过程仅用时5分钟，配

合相当默契。

为了防止异物取出后出现穿孔等症

状，医护人员再次进镜观察创面，确定无活

动性出血和穿孔表现后留置胃管，结束操

作。患者很快清醒，待生命体征平稳后转送

至病房，手术顺利完成。

华山医院宝山院区常务副院长、定点医

院院长钦伦秀教授介绍，目前该院区收治的

新冠阳性感染者中，70岁以上老年患者已

超过三分之一，其中9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

有25位，且大多合并有其他基础性疾病。

为保障医疗安全，提升救治能力，宝山院区

已经按照原有综合性医院的配置，完成专科

化转型；成立院内外专家团队，定期开展疑

难、重症病例多学科线上会诊；针对老年病

患，医院进一步提高查房频率，加强动态监

测，给予人文关怀。

华山医院宝山院区目前收治阳性感染者中，70岁以上老年患者超三分之一，90岁以上高龄患者有25位

91岁感染者误吞4颗假牙，内镜下紧急手术成功

本月初，作为本市国资创投领军企

业，上海科创集团下属芯超生物研发的新

冠抗原检测试剂盒获得国家药监局注册

证，成为全市首个获证的新冠抗原检测产

品，同时也凸显出国企主力军在本次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的科技“战斗力”。记者日前

从市国资委获悉，上海国资国企目前已形

成一批技术储备和创新成果，将为赢得与

病毒的“竞速跑”、助力复工复产提供重要

支撑。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是对

抗新冠病毒的重要原则。除了催生出首款

“上海制造”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外，本市另

一家老牌国企——华谊集团还在另一条赛

道上加速奔跑，希望能够形成更灵敏的病

毒侦测力。目前，华谊集团中央研究院正着

手研发“新冠N蛋白临床质谱同位素检测”的

关键试剂。作为新冠病毒三大检测手段之

一，这项技术的准确度不仅胜过抗原检测，甚

至领先于核酸筛查。由于相关试剂原料目前

仍高度依赖进口，华谊集团作为国家同位素

工程中心上海分中心的依托单位，近日刚刚

通过了一项关键认证。据悉，下一步还将继

续加快开展相关工作，希望能为新冠检测提

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如果说检测是发现病毒的前哨，那么，

创新药物就是战胜病毒的终极法宝。这方

面，上海国企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上

药集团，正通过“老药新用”加快新冠药物

研发。由于文强教授领衔的团队正对一款上

市多年的老药——羟甲基香豆素，开展新的

研究分析和小样本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该

药物有望缓解各种新冠症状，缩短康复周

期。目前，该研究已申请专利并计划开展在

更大样本人群中试验。

除了药物以外，数字化也是我们与新冠

“竞速”的重要工具。以上海仪电为例，其中

央研究院近日组建的AIoT（人工智能物联

网）防疫突击队，快速研发了“随申码智能识

别盒”。该设备只用一颗国产模组，就能实现

随申码、核酸检测结果、抗原检测结果等多信

息的一键获取，并可做到每天自动向管理者

发送检测报告。类似的，联和投资公司信投

牵头研发的“健康核验一体机”被誉为新冠防

控的“数字哨兵”，它集考勤、门禁、测温、扫码

等功能于一体，可识别随申码、身份证、社保

卡、学生证、敬老卡等多种实体和数字化证

照，有能力在核验身份的同时，自动调取随申

码、核酸等防控关键信息，并在一两秒内完成

多种防控手段的复合使用。截至目前，该一

体机已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部署超过

100台，在提高防控效率的同时，也将降低不

必要拥堵造成的感染风险。

随着上海近日的社会面新增感染者日趋

受控，部分企业已在谋划复工复产。着眼于未

来更有挑战性的常态化防控，本市国资国企在

疫情防控中的科技“战斗力”已有所准备。

针对企业、园区在复工复产后的防控需

求，东方国际集团下属上海星海时尚物业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研发了园区智能网联集中监

控系统，可以通过智能网联技术，实时掌握在

园人数、巡查清场进度等信息，从而形成动态

的风险监管能力。该系统目前已覆盖全市9

个区、22幅地块的981个点位，未来还可以根

据全市最新的防疫策略，对所属园区防控工

作要求进行“一键部署升级”。

科技战“疫”，上海国资国企已形成一批技术储备
■本报记者 张懿

医护人员在病床旁照护老人。

上海疫情防控正处最关键阶段，令

人欣慰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记者从上

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获悉：昨天，有7

名80岁以上老人新冠治愈出院，年龄最

大者89岁。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市公卫

中心收治的新冠患者中不乏90岁以上高

龄老人甚至部分百岁老人，实现了新冠

治愈。

除高龄老人，目前，作为上海新冠

定点医院的市公卫中心还收治了大量合

并多种基础疾病、孕产妇、血透等高危

因素患者。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统筹

部署下，在市卫健委和申康中心的组织

协调下，医护救治团队全力护佑人民的

生命健康。

严格落实分类、分层、
分区收治策略

作为上海战“疫”的“主战场”，市公卫

中心自2020年初至今，始终用初心使命守

护上海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尤其是今年3

月以来，公卫中心新冠患者在院人数屡创

历史新高。为全力做好集中收治工作，院

方不断挖掘自身潜力，不断改造、优化临床

布局，整个金山院区所有医疗区域均纳入

闭环管理，用于新冠患者收治，在院病人数

最高峰一度达到2300余人。

随着后备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陆续投

入使用，根据上级部门统一部署，公卫中心

收治人群着重偏向“老、小、孕、重”四大人

群，即高龄或合并严重基础疾病老人、儿

童、孕妇、重症患者。

为此，公卫中心严格落实分类、分

层、分区收治策略。其中，A区病房组团

负责收治重症及严重基础疾病患者，C区

收治高龄、高风险因素患者，外科大楼收

治孕产妇、外科手术患者，门急诊楼收治

儿童患者及其家属，B区承担血透等其他

患者的救治。此举不仅方便统一管理，更

为实现集中专家和各类医疗资源提供空间

优势。

早干预防止“重症化”

当在院患者数量处于高位状态，为做

好关口前移，防止患者轻症转重症，早在3

月初，公卫中心就果断抽调全院各科室精

锐力量，组建重症团队充实抗疫一线救治

力量。当前，公卫中心党委副书记、呼吸与

重症医学主任医师李锋率领着一支110人

的公卫中心重症救治团队承担一个病区的

重症救治任务。这支队伍具备 ECMO、

CRRT、呼吸支持治疗等重症医学救治能

力，并且自2020年疫情之初一直磨练至

今，具有丰富的新冠重症救治经验。

公卫中心的救治团队不仅有长期进舱

抗疫经验，且都参与过2020年上海抗疫初

期的重症、危重症救治，临床经验丰富。整

个3月期间，公卫中心依靠自身重症团队，

密切关注各类高危因素患者，提前预警，保

证治疗原发病基础上，给予增强机体免疫、

抑制炎症反应、改善脏器功能等综合治疗

措施，成功阻止了一大批患者的疾病重症

化趋势。

同时，公卫中心在临床研究中发现，

奥密克戎毒株早期更容易引发呼吸道症

状，一线医生对有鼻塞、咽痛、咳嗽、低

热等呼吸道症状的新冠患者，会尽早干

预，从而减轻症状，抑制病毒复制，加速

患者康复进程。

随着一线收治压力不断增加和重症危

重症患者的出现，在做好患者管理的基础上，

公卫中心积极搭建救治平台，通过院内调拨

和紧急采购，提前准备各类紧急抢救设备仪

器，成功打造CRRT、ECMO、呼吸治疗师等重

要的生命支持学科平台，为兄弟医院入驻支

援打好基础。

6支市级重症团队进驻，
“内外合力”护航生命

4月以来，随着重症患者增加，公卫中心

经多方协调和筹措，快速添置10张调节体温

的升降温毯、20台营养泵、10台CRRT、13台

有创呼吸机、35台高流量吸氧、3台血气分析

仪，为临床救治再添助力。

在市卫健委、申康中心的组织协调下，当

前，除十院外，市六、市一、市九、肺科、胸科等

5家市级医院派出重症团队整建制入驻公卫

中心，闭环救治重症患者。

在临床救治中，公卫中心与支援医院重

症团队按照一人一方案原则，动态调整救治

力量，同时开展多学科专家会诊，针对重型患

者伴随严重基础性疾病的特点，在积极治疗

新冠肺炎的同时，予以呼吸机辅助通气、体外

膜肺氧合（ECMO）、抗病毒、抗感染、对症营

养支持等治疗。

临床救治全力以赴，专家团队倾注全

力。针对当前重症患者，公卫中心救治方针

始终汇聚各方专家力量，通过联合救治模式

为患者生命保驾护航。在全国新冠肺炎救治

专家的牵头和指导下，上海市级医疗救治专

家组每日开展线上、线下查房，全面梳理在院

患者救治情况。面对重症和疑难病例时，多

学科会诊即时开启，所有参与会诊专家均为

上海市专科会诊专家库成员，学科涵盖神经

内科、心内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血液科、

肿瘤科、内分泌科、老年医学科等14个专

科。同时，由公卫中心院长、应急副院长牵头

开展院内联合夜交班，全面汇总部署当日救

治工作，不分昼夜竭力护航每一个生命！

“老、小、孕、重”四大人群分类救治持续改善

市公卫中心7名80岁以上老人新冠治愈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