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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周六
42.75万人次，周日，37.86万人
次。上海300多座已恢复开放
城市公园的游客量在刚刚过去
的双休日里再创新高，单日就超
过了上周末两天39.26万人次的
游客量，两天共有超过80万人
次的游客出游赏春。

根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
新公布的数据，3 月 21 日截至
17时，全市城市公园游客量约
42.75万人次。3月22日，本市
城市公园共接待游客37.86万人
次。自3月13日全市公园逐步
开放至今，全市已有337座城市
公园恢复开放，7座郊野公园已
全部恢复开放，城市公园游客量
总数超过250万人次，开放的公
园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记者从沪上各大市属公园
了解到，这些公园上个双休日
接待游客量均明显超过上周。
由于预约火爆，一些公园在原
有基础上提高了客流量上限，
增加了周末入园的预约名额。
世纪公园上个周末全园客流量
上限从 1.2 万人调整到了 1.6
万人，免费区域芳花园每日客
流量上限3000人。不过上周六
下午3时左右，公园门票就已售
罄，不得不再次限流。上海植
物园也将非晨练时段入园名额
从 8000 个调整到 1 万个，共青
森林公园则将入园人数上限从
1.26万人次调整到了2.52万人
次。

尽管离市区距离不近，但近
期刚恢复开放不久的几座郊野
公园游客量也开始显著增长。3
月21日，浦江郊野公园当天游
客量为16000人次。上海长兴
岛郊野公园于3月20日起恢复
运营对外开放，虽然远在崇明，
但依然人气旺盛，周六一天就迎
来9259人次的游客入园，今天
入园人数则突破一万，达到
13439人次。

开园正值春暖花开之际，长
兴岛郊野公园油菜花开得正盛，
花溪湖畔玉兰花争奇斗艳，躲在
百果园内的桃花更是开的壮
观。游客们既可以在百果园内
采摘畅吃水果，也可以嗅着花香
赏美景，作为少有的可以带宠物
入园的公园，还可以带着狗狗在
园内尽情撒欢。1号门花溪湖
畔增设了桔宝兄妹网红打卡点，
游客们争相与桔宝合影。道路
两旁开展农夫市集活动，打造

“郊野鲜果”和“郊野时蔬”的主
题展位，包含当季水果试吃和蔬
菜销售，游客们在欣赏郊野风光
的同时也能一饱口福。

随着疫情逐渐平稳，游客出
游热情也将持续走高，市绿化市
容局也再次提醒游客，目前各公
园依然有预约和限流措施，因此
游园感受还是较为舒适，但游客
也要做好面对现场排队入园时
间增加的心理准备，提前预约，
并关注各公园已入园游客数量，
如预约名额已满，不建议再前往
现场。

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市
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介绍说，
为了进一步加强口岸防控，除集
中隔离人员外，上海将对所有来
自非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来
沪人员实施100%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

邬惊雷介绍说，3 月 21 日
0—24时，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
制，报告14例境外输入性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截至3月21日
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性确诊
病例56例，26例境外输入性疑似
病例正在排查中。14例境外输
入性确诊病例均已转至定点医
疗机构救治，已追踪同航班的密
切接触者120人，均已落实集中
隔离观察。3月21日0—24时，
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本市已连续20天无本地新
增确诊病例。截至3月21日24
时，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38

例，无新增本地疑似病例。3月
21日0—24时，新增治愈出院1
例，死亡1例。死亡病例为男性，
75岁，膀胱癌患者，2月1日入院
后即出现呼吸衰竭，病情危重，
经全力抢救无效，于3月21日上
午死亡。截至3月 21日 24时，
累计治愈出院 327 例，死亡 4
例。63例在院治疗（含境外输入
55例），其中病情平稳55例，重症
1例，危重症7例。

据其介绍，昨天上午有一位
患者出院，男性，55岁，有相关病
例接触史，因发热、咽痛就诊，2月
6日明确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转
入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经医护
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专家组评
估，认为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
标准，于昨日出院。为做好出院
患者的健康管理，卫生健康部门
将对患者开展必要的随访观察。

上海出新规“外防输入”严上加严
除集中隔离人员外，对非重点国家和地区入境来沪人员实施100%核酸检测

双休日全市公园
迎来超80万游客

近期境外输入增多，
如何落实属地责任，继续
严格管理重点国家入境
人员，从严从紧落实居家
隔离措施？市卫生健康
委主任邬惊雷介绍说，为
了进一步加强口岸防控，
除集中隔离人员外，上海
将对所有来自非重点国
家和地区的入境来沪人
员实施100%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针对现在不少市民关心的
什么时候可以摘下口罩，以及不
同场合和不同人群佩戴口罩的
具体办法和规定，疫情防控公共
卫生专家组成员吴凡做了详细
解读。

吴凡强调说，有三种人必
须要戴口罩，有一种人是建议
戴。第一种是有相关呼吸道症
状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发热、
咳嗽、鼻塞、流涕等症状，一定
要戴口罩。第二种是一些特殊
的或者依据相关职业规范、相
关从业规定需要戴口罩的从业
人员。包括医疗机构以及一些
从事公共服务的从业人员，以
及目前正在从事和疫情防控
有关的工作人员。第三种是要
去到一些特定场所、重点场所
或人员密集场所的人员。包

括医疗机构、福利机构、学校，
乘坐交通工具，以及影剧院和
一些室内游乐场所。去这些场
所时需要戴口罩。另外一种
人，则建议他们戴口罩。包括
年老体弱或者本身有一些疾
病、有免疫缺陷、抵抗力比较弱
的人，还有一些有慢性疾病的
人，如果要去一些人员密集的
地方，我们建议他们戴口罩。
当然这个是出于个人自愿，可
以根据健康状况选择是否戴口
罩。

吴凡说，除了口罩以外，在
前阶段防控工作当中，大家已经
形成的一些好的健康习惯，特别
希望大家能保留下来。吴凡还
建议，希望在疫情防控期间，企
事业单位的一些好制度要坚持
下去。

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介绍
说，“外防输入”是当前本市疫情
防控的重中之重，社区落实居家
隔离措施要从严从紧。自1月
24日起，本市就启动了重点地区
来沪人员的居家隔离工作。社
区落实居家隔离措施，对中外人
士是一视同仁的。截至目前，全
市居家隔离人员中，凡出现发热
等症状的，均在第一时间被转送
至指定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曾群表示，从近两个月的
实践来看，本市居家隔离工作
开展有序有效，充分发挥了在
疫情防控中的网底作用。在当
前，更需要继续坚持，进一步严
格落实。但必须要强调几点
——一是居家隔离必须符合

“一人一户或一家”的居住条
件，也就是居家隔离对象和非
居家隔离对象不可以住在同一
套房子里。承诺全家人一起居

家隔离的，或全家人都需要居
家隔离的，才可以住在同一套
房子里。对此，相关社区必须
上门核查。条件不具备的，一
律实行集中隔离。

二是需要居家隔离的重点
国家入境人员，必须在各区“临
时集中留验点”先通过核酸测
试，也就是结果必须为“阴性”。

三是严格落实针对居家隔
离的社区管理。地区公安、卫健
部门要会同社区，确保居家隔离
人员不离开住所。对擅自离开
的，依法处理。

为确保相关工作切实落地，
本市还明确要求居村委会要进
一步加强重点国家入境人员返
回小区时的信息登记和排摸等
工作，做到全覆盖、无遗漏。居
村委会要协助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落实医学监测，落实疫情防控
发热筛查“零报告”制度。

在22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海关副关长蒋原表示，
非重点国家和地区入境人员检
疫已成为外防输入之“重”。

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部署，从3月20日零点
起，上海疫情防控重点国家由16
国调整为24国。当日，上海海关
共监管入境航班123架次，入境
人员 11298 人。通过海关流行
病学调查，发现其中有重点国家
旅居史的入境人员共计7544人，
占入境人员总数的67%。而在这
当中，有3616人为经非重点国家
转机入境，海关通过现场流调排
查发现后，已全部转入集中隔离
点实行14天集中隔离。

蒋原强调，从上述数据分
析，做好对非重点国家入境人员

检疫工作，是做好口岸防输入工
作的重要环节。

据介绍，上海海关参照针对
重点国家的强化措施，对非重点
国家的航班全力实施100%登临
检疫，对入境人员实施100%体温
监 测 、100%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和
100%健康申明卡审核。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诊断、早治疗”原则，上海
海关在非重点国家入境人员中
第一时间筛查分离有症状或存
在较高风险的重点人员，对有明
确症状的旅客立即启动“120模
式”，直接由“120”救护车辆转运
至指定医疗机构诊疗；对症状不
明显但有相关旅居史、风险较大
的旅客，直接转运至指定隔离
点，集中采样，根据检测结果，再
做后续处置。

对非重点国家和地区入境来沪人员
实施100%核酸检测

非重点国家和地区入境人员检疫
已成为外防输入之“重”

重点国家入境人员核酸测试“阴性”
才可居家隔离

有三种人必须要戴口罩
有一种人是建议戴

“外防输入”是当前本市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