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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延伸]

16个区87家涉及进口
生鲜市场采样，结果均为阴性

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介绍，
今年2月起，本市对农贸市场、餐
厅、超市、办公楼宇、火车站、地
铁站等公共场所一直坚持开展
环境监测。6月13日，本市又对
16个区87家涉及进口生鲜相关
市场等的相关环境和重点食品
进行采样，共采样1205件，其中
外环境、物品表面、水样等共867
件，进口食品等338件。目前，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原则，本市重点抓好“入城口、
落脚点、流动中、就业岗、学校
门、监测哨”6个关键点，落实“属
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
严格落实各项常态化防控措
施。重点做好：

在机场、火车站等继续做好
来沪人员体温筛查和“健康码”
核验，加强“高中风险地区来/返
沪人员主动申报”等健康提示。

加强社区疫情防控，开展高
中风险地区来/返沪人员排摸。

落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
加强员工健康管理，继续做好发
热零报告。鼓励和支持企业组
织近期曾去过高中风险地区等
的员工进行核酸检测。

加强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
发热哨点诊室建设，强化预检分
诊，做好发热病例可疑流行病学
史询问。

加强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
不断扩大检测机构数量，继续做
好复工复产等重点人员的核酸
检测，并为有意愿人员提供检测
服务。

加强高风险国家和地区进
口商品的风险监测，开展相关商

品和环境的全流程的抽样检测。
加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

管理，做好进出人员的体温筛查
和信息登记，开展高中风险地区
来/返沪人员排摸，定期进行清洁
消毒。继续做好人员密集场所
的环境动态监测工作。

同时，上海继续做好国内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
健康管理。根据“国务院客户
端”APP对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目录调整的情况，继续对来自
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的来沪返沪人员加强管理。具
体为：

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
应在抵沪后的12小时内向所在
社区居村委和单位（或所住宾
馆）报告；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
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
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
健康观察，实行2次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
疫情中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
员，一律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
健康管理，实行2次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

本月底上海日最大检
测总量将增加到约9万人份

市卫生健康委不断提升本
市核酸检测能力，截至目前，全
市共67家医疗机构（46家医疗机
构+21家第三方检验机构）以及
17家市区疾控中心，共84家机
构具备检测能力，日最大检测量
约7万人份，计划6月底前再增
加21家，包括18家医疗机构和
3家第三方检验实验室，届时日
最大检测总量将增加到约9万人
份。

各医疗机构在完成实验室

硬件改造和仪器设备添置的同
时，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采样、
实验室检测操作人员的技术培
训和梯队储备，市疾控部门和市
临床检验中心组织开展统一培
训和考核，确保规范采样和检测
流程，提高检测质量。

发热门诊和发热哨点的建
设是上海在疫情防控当中非常
重要的工作环节。本市坚持发
挥发热门诊传染病防治“第一道
关口”的重要作用，自3月起市卫
生健康委就启动发热门诊、发热
哨点诊室标准化建设，下发《关
于加强本市发热门诊设置管理
工作的通知》，建立完善发热门
诊长效管理机制。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17家
发热门诊和 200 家发热哨点诊
室，发热哨点诊室主要在社区卫
生中心。市卫生健康委推动部
分有条件的发热门诊安装专属
CT，截至目前，35个发热门诊已
安装专属CT，45个正在安装中。

本市已建立了社区发热哨
点诊室对接区域医疗中心或
指定医院的转诊机制，对于确
诊（疑似）患者或需上级医院
进一步诊治的患者，由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联系 120 或专用
车辆进行转运，并跟踪患者后
续诊疗情况，确保服务管理闭
环运行。

截至 5 月底，全市 200 家发
热哨点诊室中，已有148家接诊
过发热患者，共 3346 人次。其
中，有明确发热原因的患者2593
人，2326 人由哨点医生予以诊
治，267人安排至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科或其他科室作进一步
诊治；753人有可疑症状或病史
需作进一步诊断，均由120或专
用车辆转运至上级医院发热门

诊诊治。

商业活动重点强化测
温管理、人员限流等措施

上海最近购物节、美食节、
夜市等活动不少，对于这类人员
聚集的商业活动，如何加强疫情
防控？

市商务委副主任诸旖表示，
从5月至今陆续推出了购物节、
美食节、夜生活节等系列节庆活
动，成为促进消费回补、带动经
济回暖的重要引擎。根据阿里
研究院发布的数据，6月份以来，
本市夜间消费力已恢复至去年
同 期 ，环 比 5 月 份 增 长 超 过
10%。在疫情防控期间，市民消
费习惯也发生了转变，相比室内
封闭式空间，更愿意参与户外活
动。近期本市露天夜市人气很
旺，也带动了周边餐饮、零售等
销售明显提升。同时，博物馆奇
妙夜、深夜书店节、街头艺人周
末秀等文化活动也丰富了夜间
消费选择。

为了让市民安心消费，安义
夜巷、BFC外滩枫径等夜市制定
了应急预案、配置了红外线测
温、客流监测等设备，活动期间
坚持入场测温、上岗检查和场所
消毒，并根据客流监测情况及时

采取“限流”措施。各属地政府
加强了对夜市主办方在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方面的检查、督
促和指导。市场监管部门也根
据各种类型夜市业态特点，采取
驻场保障、错时监管等方式加强
监管，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下一步，本市将指导督促
夜市等活动主办方严格落实
《夜市等人员密集夜间经济场
所疫情防控工作指引》，重点强
化测温管理、人员限流、通风消
毒等措施，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和食品安全监管，完善应急工
作预案。同时，也希望市民朋
友们在参加各项活动时，注意
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上海将继续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群防

群控机制，助力打赢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昨天，本市召开研究

爱国卫生运动及近期疫情防控

工作视频会议，会议结合上海近

期疫情防控现状，部署了下一步

的工作安排。

会上，市卫健委表示，将严

守发热门诊、医疗机构首道关

口。市文明办表示，年内将在全

市集中组织开展9次城市环境清

洁行动，同时广泛开展大扫除活

动，消灭卫生死角，消除污染隐

患。城管执法部门则将加大公

共区域巡查力度、加强防疫宣

传。绿化市容部门除了继续加

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

理全过程监督检查外，还将专项

处理集中观察点的生活垃圾。

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

泛动员社会，促进群防群控，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个重要

基础。接下来，上海将依托区中

心、街道镇分中心、居村站点三

级阵地网络，以志愿服务为主要

形式，推动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城

乡基层、融入市民生活。

在昨天的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主任邬

惊雷介绍，上海充分发挥爱国卫

生优良传统和群众工作优势，已

组织开展第32个爱国卫生月活

动，推进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广

泛开展健康科普，积极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爱国卫生运动。

下一步，要继续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群

防群控机制，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一是持续加强环

境卫生整治。大力推进夏秋季

爱国卫生运动，以环境卫生管理

薄弱区域和群众反响强烈的环

境卫生问题为重点，全面加强城

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继续组织

开展好爱国卫生义务劳动。二

是倡导市民健康文明行为。宣

传倡导市民健康公约。加强健

康通识教育，把生命健康和公共

卫生安全纳入儿童青少年教育

内容。举办“百万市民防疫知识

与健康素养大赛”。三是强化爱

国卫生队伍能力建设。健全市、

区爱卫会组织体系和功能，推动

跨部门联动合作。加强基层爱

国卫生工作力量，将爱国卫生与

社区治理相融合，在社区、企事

业单位等设立专兼职爱国卫生

人员，探索在村居委设立公共卫

生与健康促进自治组织。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高风险地区入沪一律集中隔离14天
实行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上海将继续对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加强管理！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应在抵沪后的12小时内向所在社区居村委和单位
（或所住宾馆）报告；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健康观察，实行2次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实行2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市继续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

主任孙晓冬介绍，针对普

通人群和特定人群，建议遵守

以下防护原则。在户外无人员聚

集、通风良好、保持1米以上社交安

全距离的情况下，无需戴口罩。乘

坐交通工具、托幼机构等学校的

教职员工、食品从业人员、公共

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医疗机

构就诊人员等需佩戴

口罩。

链接

虹口区新市菜场，工作人员在进行消毒防疫。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