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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独居老人、重症病人、不能

自理的残疾人和特困家庭等特殊人群的需

求更加突出。上海正加紧完善针对上述四

类人群的兜底机制，精准排摸、迅速解决需

求，努力筑牢疫情防控的民生底线。

特别对于独居老人，3月中旬起，市民

政局先后多次部署加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保障工作要求，陆续发布相关通知，要求各

区高度重视高龄独居老人等特殊老年人群

体的关心关爱工作，充分发挥社区养老顾

问服务网络、“老伙伴”志愿者等积极作用，

尽力为老年人排忧解难。截至目前，全市

养老顾问、志愿者等跨前一步，累计为全市

约35万名高龄独居老人提供服务超过百

万次。

为阻断疫情传播链条，沪上各长护险

护理机构纷纷按下“暂停键”。但对于一些

有着照护刚需的老人而言，相关工作在各

方努力下还是作出了新尝试，在符合疫情

防控规定前提下，一些长护险护理员得以

住进老人家中，在特殊时期陪伴照护老人。

黄英，上海福虹护理站的一名长护险

护理员。就在浦西封控前一天，她受到高

龄失明老人尹阿婆邀请，住进老人家中。

住进老人家中，意味着24小时服务不

间断。最初，黄英多少有些不习惯。每天

晚上，她就蜷缩在尹阿婆家的沙发床上，总

是睡得不踏实。“老人就在隔壁，总会留意

房里阿婆的动静，看看需不需要帮忙”。

住家的日子里，“喂饭”是黄英工作量

最大的任务之一。尹阿婆吞咽功能不佳，

只能吃半流质食物，进食速度也缓慢。黄

英每次都耐心劝着老人，“慢慢吃哦，不着

急”。那一刻，黄英觉得，眼前的老人，就是

自己要照顾的家人。

住进老人家中的护理员们，也与老人

建立起更深层的情感联结。特殊时期，老

人心里免不了彷徨焦虑。黄英总会劝慰老

人：“怕什么，你看有我在这里陪你呢。”

而在黄英心情郁结时，老人仿佛也有心理

感应，总会温暖地拍拍她。虽然有时无法

用言语表达，但一个细小的动作，也会有

着莫大安慰。

疫情之下，独居高龄老人的陪护被许

多人记挂在心。上了年纪的他们，许多都

伴有慢性基础疾病，从量血压血脂到测脉搏，要实时掌握身

体变化情况。除住家护理员外，不少养老机构、志愿者们也

以多样方式关怀老人。有的每天主动拨打关怀电话，关心

老人身体情况；有的就地支援社区，代配药、代买菜，默默守

护着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困难老人，在特殊时期为他们

筑起温馨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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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市纪委监委通报3起在疫情防控中不担

当不作为典型问题：

1、浦东新区曹路镇阳光苑第二居民区委员会委员、

社工季蓓，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服从组织安排，拒绝承担

工作任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季蓓被政务立案，接受进

一步调查，并被解除劳动关系，按程序免去居委会委员职

务。

2、闵行区地区办党组成员、副主任胡柏嵩，不服从

区委相关抗疫任务安排，未按组织要求及时到岗，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被党纪政务立案，并被免去闵行区地区办党

组成员、副主任职务。

3、青浦区金泽镇商榻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

主任陈建国，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担当不作为，导致

社区防疫工作出现明显疏漏，造成严重不良影响。陈

建国被免去商榻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委员职务，并按

程序免去居委会主任职务。

本市通报3起在疫情防控中
不担当不作为典型问题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小阿姨，谢谢你给我们煮的面条！太

好吃了！”

“小阿姨，防疫物资来了，一起去分一

下吧。”

小阿姨姓崔，是虹口区北外滩街道鸿

兴里居民区居民，也是一名投身疫情防控

的全职志愿者，因她在丹徒路上开了一家

“小阿姨菜饭店”，周边群众都习惯叫她“小

阿姨”。自3月28日起，她主动住进居委会

办公室，和社区干部同吃同住同干活。经

过20多天相处，她不仅成了小区里的志愿

者，更成了社区干部的“后勤大管家”。

平日里，小阿姨就是个热心人，常到居

委会帮忙。如今，饭店暂停营业，原本可以

在家陪伴孩子的她，看到社区干部们日夜

奋战，“真想帮帮他们”。丈夫也支持她，自

己守好小家，让她“放心冲在前”。就这样，

小阿姨在封控前住进了居委会办公室。

鸿兴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世坦言，

起初有些担心，疫情防控时间紧、任务重，

小阿姨和大家还没经过磨合，会不会好心

办坏事？经过这20多天的合作，陈世直

言：“幸好小阿姨来了，帮了很多忙，解了我

们的后顾之忧。”

居委会共有7名社区干部，要负责5个

较为分散的小区，涉及1100户、近3000

人。疫情防控以来，大家基本“没有饭

点”。小阿姨就“祭出”烧饭做菜的拿手绝

活，就地取材烧菜饭、下馄饨、煮面条，让忙

了一天的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们能吃上热饭

热菜。随着社区事务越来越多，她跟着社

区干部投入到分发保供物资、关心独居老

人、核酸筛查叫号等工作中。

没有任务的时候，小阿姨就抓紧时间

做好各项后勤工作。现在，门口收发物资

的大桌子，成了她的“专属”办公桌。她在

这里接收街道派发的防疫物资，再把防护

服、消毒液等搬进办公室分门别类放置好；

居民的快递来了，她按楼栋整理好，消杀后

再和志愿者、保安一起帮忙派送。其间，还

见缝插针接听居民来电、打扫卫生，顺手再

把大家的行军床、睡袋整理好。

小阿姨还是社区干部贴心的“心理疏

导员”。一天，一名社区干部因担心自己被

感染，而核酸检测报告迟迟未出，焦虑得吃

不下饭，小阿姨安慰她：平时一直做好防

护，肯定没事。当这名社区干部收到核酸

阴性证明时，眼泪快流下来，小阿姨笑着拍

拍她说：“现在想吃啥？我帮你去弄！”

小阿姨等志愿者常为大家带来感动，也

带来振奋。在鸿兴里居民区，除了小阿姨，

还到岗了一批下沉一线的机关干部、“双报

到”党员、居民志愿者等，在有的小区，志愿

者人数已经超过总户数的十分之一。

饭店暂停营业，老板娘与社区干部同吃同住同干活——

热心“小阿姨”当起居委会“后勤大管家”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小阿姨”帮忙配送物资、清运垃圾，成为社区干部的“后勤大管家”。 制图：李洁

本报讯（记者李晨琰）如何加强对保
供物资中生鲜食品的监督和指导？昨

天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上海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陶

爱莲表示，近期监管中，确有部分免费

发放的保供物资中，生鲜食品存在质量

问题。

为防范类似事件发生，市场监管部门

对生鲜食品的采购、贮运、分发等环节可能

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进行了分析。日前，市

市场监管局会同市防控办制定印发了《关

于加强采购分发生鲜食品大礼包的食品安

全管理指导意见》。

首先，落实生鲜食品大礼包的发放组

织者、食品生产经营者、捐助者的食品安全

管理责任。发放组织者应承担食品安全管

理责任，包括签订采购合同，查验证照资

质、查验并留存相关票证，并对食品进行感

官性状检查等。同时，提供食品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或捐助者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对食品生产经营或捐助行为负责。确

保所提供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法》和食品

安全标准。

其次，要求发放组织者加强与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对接。涉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对

接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涉及本市食用农产品

种养殖基地的对接农业部门。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提供必要的专业支持和食品安全检

查抽查。

最后，对食品采购过程、贮运和分发过

程提出相关管理要求。采购食品前要选择合

法的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明确食品质量

安全要求和双方食品安全责任。采购时要查

验营业执照、食品许可证、有关票证和进行

感官检查；在贮存和配送中，始终保持冷藏

冷冻食品处于冷链状态。在食品分发过程中

要再次进行感官检查、避免食品在太阳下曝

晒。做好分发的组织工作，缩短常温放置时

间。发现腐败变质等感官性状异常的，立即

停止发放。此外，在分发过程中，还应提醒

居民检查食品是否腐败变质。

陶爱莲说，居民发现问题可及时向组织

者进行反映，同时收到物资后也及时把需要

冷藏冷冻的放入冰箱。

对生鲜食品的采购、贮运、分发等环节加强监管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上海全市疫情
近几天呈下降趋势。单日新增报告100例

以上的街镇已连续3日降低，社区扩散得

到有效遏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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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贤、金山和崇明等3区疫情持续低位，金山

区和崇明区首日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

浦东、闵行、松江、青浦和普陀等5区

近3日疫情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徐汇、杨

浦、虹口、长宁、宝山和嘉定等6区疫情总

体处于平台波动状态；黄浦区疫情仍在小

幅上升，静安区疫情上升趋势趋缓。

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介

绍，4月19日，全市本土确诊病例出院1682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25411例，他们将返回居住地接受健康监

测。4月19日出院出舱人数27093例，出

院出舱人员持续增加。

上海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

摇，全面攻坚社会面清零目标。4月19日，

根据阶段性筛查结果，上海动态调整“三

区”划定，划定了封控区16650个，涉及

1187.8万人，比首次划定减少了400多万

人。管控区13304个，涉及448万人，增加人

数超过200万人；防范区28075个，涉及785.6

万人，增加人数超过200万人。

又讯 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

委通报，4月19日，上海新增2494例新冠肺

炎本土确诊病例和16407例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

4月19日，新增本土死亡病例7例，其

中60岁以下2人，合并有晚期肺癌、胸腔积

液、急性冠脉综合征。70岁以上5人，合并

有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 （极高危）、

糖尿病、尿毒症、脑梗塞、晚期胰腺肿瘤等

基础疾病。其中有2人接种过新冠肺炎病毒

疫苗，其余未接种。上述7人入院后病情加

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亡原因均由基

础疾病导致。

全市疫情近几天呈下降趋势

金山崇明首日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

（上接第一版）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紧急动员7家

央企所属11家医疗机构的319名医护人

员，组成中央企业援沪医疗队奔赴上海

支援抗疫。首批102名队员4月13日抵

沪，第二批217名队员4月14日抵沪。

医疗队顾不上休息，迅速与上海医护人

员建立有效对接机制，研究制定管理和

救治方案。目前，央企援沪医疗队已接

管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四人民医院4个

病区、虹口区场中路方舱医院等共计

3000余张床位。医疗队成立了临时党

委和10个临时党支部，118名党员全部

奋战在抗疫一线。

董云虎说，在疫情防控最严峻最困

难的关头，在上海人民最需要帮助的时

候，中央企业援沪医疗队千里驰援，为沪

解难，与上海人民共克时艰、共渡难关，

医疗队全体成员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一

到上海就进驻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不顾

疲劳不顾危险，忘我工作，和上海人民并肩

战斗，以精湛医术守护生命，为我们战胜疫

情注入了强大动力，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广

大上海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份情谊。上海有

关部门要尽最大努力，为医疗队提供最好

的后勤服务保障。

董云虎表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是一

座英雄之城，上海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是英雄的人民，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全国

人民的大力支援，全市上下万众一心、顽强

拼搏，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大仗硬

仗。疫情过后，上海必将重整旗鼓、恢复荣

光，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

程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不辜负党中央的

殷殷嘱托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任洪斌出席

了慰问活动。

驰援守“沪”这份情谊永远铭记

（上接第一版）他们体力好，干劲足，却

也不失经验——他们中有不少参加过

武汉、扬州、苏州等地疫情防控，算得

上是年轻的抗疫“老兵”。

航天中心医院援沪医疗队的90

后入党积极分子夏志鹏便是其中之

一。18日凌晨，他收到父亲传来的

“疫”线家书，上面写道：“我不敢给你打

电话、发微信，心里总在对自己说，我儿

安顿好，会给我报平安的，我不能给我

儿子拖后腿，不要问，免得他分心，耽

误工作。答应我，一定要保护好自

己。因为你责任重大，爸爸、妈妈在看

着你，妻子和5个月的宝宝在等着你。”

此刻他哭红了双眼，他有自己的

孩子，也是别人的孩子。可是，大家总

比小家先。“现在轮到我们保护别人

了！”疫情之下，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

的担当。

协同作战，所有人紧紧
关联在一起

11支医疗队分别来自黄河三门

峡医院、北京电力医院、核工业总医

院、核工业四六一医院、航空总医院、

国药东风总医院、中化二建集团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七三一医院、萍矿总医

院、瑞州医院，可谓天南海北汇集而

成。

自进驻以来，队员之间密切配合，

与上海医疗队协同作战，与病患互相

理解和支持，抗疫战场上留下了不少

难忘的场景。

北京电力医院援沪护士刘思雨进

驻的方舱医院共850张床位，主要收

治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她介绍：“医

护人员根据工作安排，6小时一班。

早晚两次询问患者身体情况，查看脉

氧、体温等生命体征，针对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给予用药指导，

完成核酸采样以及发放三餐等工作。”

为了实现“带着责任去，平平安安

回”这一目标，医疗队以“严把关、重细

节、不硬撑、不将就”的态度认真对待

院感工作。刘思雨和同事们每次下班

挨个进入一脱、二脱、淋浴区，细心脱

下一层又一层的防护用品，及时开展

清洁工作。“6小时一班”实则耗时近

10个小时，浑身是水，脸上留着深深

印痕。但是，没有人喊累，没有人抱

怨，只有相互鼓励。

国药东风总医院医疗队进驻的方

舱医院共有2500张床位。“我们都在

湖北工作，抗疫经验丰富，这次是来报

恩的。”该院院长助理程立直言，2020

年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是包括上海

在内的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告别家

人，义无反顾地来到湖北支援，现在上

海遇到困难，理应带着经验来帮忙。

在第四人民医院救治的病例，与

两个方舱有所不同，不少人都伴有基

础性疾病，有意识不清的、留置胃管

的、需要吸痰的、骨折保守治疗的……

央企援沪医疗队获悉这些情况后，在

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主动申请接管部

分病区，为持续作战的第四人民医院

医护人员减轻压力。

听到这个想法，上海同行们婉拒：

“你们远道而来……”

“我们共同守‘沪’！”央企援沪医疗

队态度坚决。目光相对，白衣天使们的

守望相助尽在不言中。

令人感动的还有医护寿星们的别样

生日。

姚佩和刘圆圆同天生日，大家用矿

泉水摆成心形，用方便面和火腿肠摆成

蛋糕状在线上为她俩祝福。

“你们不远千里驰援上海，再难我们

都要想办法，这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

意！”驻地酒店得知后，紧急联系上一位

蛋糕师傅，师傅当即重启“生产线”，多方

努力下于当晚送来蛋糕。当电子祝福牌

出现时，两人难掩激动：“或许这是我们

这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值得纪念的生

日。给我们送蛋糕，太多人为此付出。

谢谢上海人民！”

在疫情攻坚战中，所有人都被紧紧

地关联在了一起，无论是否相识，都要共

渡难关。“我们携手战斗，一定能克难攻

坚，守‘沪’平安。”核工业总医院院长助

理张力元说。

11支央企援沪医疗队同心守“沪”

（上接第一版）他说，要把疫情期间市民

就医需求服务保障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进一步疏通

理顺就医配药各个环节，全力守护市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确保急救

电话24小时畅通，更好发挥互联网医院

作用，加强疫情防控科普宣传。

在浦东新区、黄浦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李强听取区域疫情防控整体情况汇

报，与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分析研判当前

疫情形势，视频调度北蔡镇、三林镇等重

点街镇，详细了解黄浦区老旧小区“拔钉

子”进展，督促推动疫情防控和社会面清

零攻坚任务进一步落地落实。李强指

出，必须更加坚决地扛起疫情防控责任，

坚定信心决心，坚持不懈努力，咬紧牙

关、一鼓作气、直至全胜。要持续抓好应

转尽转、日清日结，对阳性感染者要迅速

收治，对密接人员要快速隔离，各项工作

要周密组织、精准有序、忙而不乱。以快制

快开展流调溯源，切实管住风险人群，阻断

疫情传播蔓延。“三区”划分要不断优化细

化，全面落实“三区”管控手势，继续实施严

格的社区管理措施，加强街面巡查和管理，

提高见警率、管事率，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

动和集聚。要全面彻底做好清洁消杀，聚

焦重点场所、关键点位，开展系统性、整体

性消杀，确保应消尽消、不留死角。要千方

百计保障基本生活和就医购药，物资和药

品配送效率要进一步提高，对困难群体的

需求要逐一排摸、全力解决，对孤寡老人、困

难家庭、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要加强走访探

视，及时提供必要帮助。继续统筹调集各方

力量资源，保持指挥体系扁平高效顺畅运

行，进一步振奋党员、干部精气神，团结一

致、攻坚克难，全力支持浦东、黄浦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大仗硬仗。

市领导朱芝松、陈靖参加相关活动。

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到位更有效

（上接第一版）

“这些来自救治一线的情况再度

向我们强调，必须坚持‘动态清零’，绝

不放松。”方秉华分析，“动态清零”实

际包裹着传染病防控的专业工作精

髓。防控传染病主要有三大手段：控

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

群。其中，对感染者集中收治管理、

“应收尽收”“应隔尽隔”等就是控制传

染源的具体做法，保持社交距离、戴口

罩、“足不出户”等就是切断传播途径

的具体做法，而这一切的做法都希望

对易感人群形成保护，免于感染。

方秉华进而分析，从目前针对奥

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疫情来看，这轮

新冠疫情对人群的打击“无差异”。换

言之，人群普遍易感，从新生儿到百岁

老人，男女老少都易感。而在这种情

况下，有基础疾病尤其是多重基础疾

病的高龄老人成为尤需关注的“脆弱

人群”。

“原本，这些老人患有冠心病、高

血压、糖尿病，但在现有医疗条件下，

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罹患这

些慢性病的老人因为较好的医疗服务

配给、加之个人较高的健康素养，可以

终身服药，达成一种平衡。而如今，感

染奥密克戎后，这种平衡被打破，发烧

成为最先表现出的典型症状，与发热

相伴而来的就是心跳加快。每分钟

100次以上、高烧两天以上，原有心功

能不全的代偿期老人的心功能可能就

此持续恶化，原有的身体平衡状态会

被瞬间击溃，一下子引发多脏器功能

衰竭。”方秉华感慨，在定点医院的救

治一线，这样的病例近期不少，救治团

队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精力，千方百计

挽救这些脆弱人群的生命。

“细观这些脆弱人群，他们往往是

认真戴口罩的，从不聚会、聚集，大部

分甚至在疫情前就‘足不出户’，有的

是长期居家的老人，有的是养老院里

的老人，那么，他们如何被感染上？就

是与之接触的、有外出社交能力的家

人、养老院里的服务人员从社会面上

得来的，而后带给了这些老人。我们

之所以坚持‘动态清零’，就是要控制

传染源，保护这些脆弱人群，不然感染

会一直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不可收

拾，让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承受‘无法承

受之重’。”方秉华以上海为例谈到，这

是一座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也是一

个老龄化的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群

超580万。而这些人群里不少又恰恰

因患有多重慢病、肿瘤等，很可能是新冠

疫苗接种的禁忌人群，不能接种新冠疫

苗。如不坚持“动态清零”，他们是绝对

的“脆弱人群”，面对病毒侵袭，可能不堪

一击。

在被誉为上海“战疫堡垒”的市公卫

中心，医务人员夜以继日投入救治，隔离

病房里，包括CRRT、ECMO等高级别生

命支持系统、重症救治团队日夜守护，可

以说，相比两年前的武汉疫情时期，如今

的救治经验、能力都有升级。方秉华称，

“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医疗救治团队

不变的宗旨，为了挽救生命，全市重症团

队可谓尽锐出战，千方百计。

“也正因如此，无论从珍视生命的角

度，还是守护每一个家庭完整性的角度；

无论从社会伦理学，还是卫生经济学；无

论是算生命账，还是经济账，都道出了坚

持‘动态清零’的必要性、科学性。”方秉

华说。

坚持“动态清零”不仅是传染病防控共识 更是对脆弱人群的生命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