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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
丹丹表示，我市对来自或途经
国内疫情高中低风险区的来
沪返沪人员，根据区域疫情风
险等级对相关人员进行排查，
并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和核
酸检测。对7日内有高中低风
险区旅居史的来沪返沪人员，
应在抵沪后尽快且不得超过
12小时向所在居村委和单位
（或所住宾馆）报告。对有高
风险区旅居史的，抵沪后实施

“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相
应频次的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对有中风险区旅居史的，
抵沪后实施“7天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和相应频次的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如不具备居家隔
离医学观察条件，采取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对有低风险区
即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

旗）的其他地区旅居史的，抵
沪后3天内应完成2次核酸检
测，做好健康监测。

针对旅游热门地返沪人
员，我市将根据疫情趋势和防
控要求，动态调整相应管控措
施。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继续
坚持“三件套”“五还要”，尽量

“不扎堆”“不聚集”。一是如
果接到防疫人员相关流调问
询，一定要履行防疫责任，如
实告知活动轨迹等信息；二是
如果接到相关健康提示短信，
要按照短信内容落实后续管
控措施，并做好个人防护、立
即进行核酸采样检测；三是如
果近期曾前往我市疫情中高
风险区或接触过核酸检测异
常人员，要主动向所在社区等
报告，并配合后续防控措施。

已成为公共场所“标配”
如今，在上海的商超门口、

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场所码”或
“数字哨兵”已经成为“标配”，门
口的工作人员会对进入的顾客
一一查验。

“请扫描二维码。”昨天上
午，在环贸IAPM商场，所有进出
口处拉上“一米警戒线”，一侧放
置场所码。每个入口均有保安提
醒进入的市民扫描场所码。为了

“不漏一人”，商场还在每个进出
口设置了一名保安进行监督。而
进入商场后，进入不同的专柜前，
则需要再次扫描场所码。

记者看到，陆续进入的市民
基本都能积极配合主动扫码。

“刚开始觉得有些麻烦，遇上赶
时间的时候觉得特别烦。”市民
张小姐告诉记者，不过现在习惯
了，毕竟是为了大家安全，防疫
人人有责。

除了“场所码”，有些商超还
配备了“数字哨兵”。在嘉里中
心在所有进出口处放置了场所
码，而在另一侧放置“数字哨
兵”。进出市民既可扫描“场所
码”也可使用“数字哨兵”，自动

完成场所登记。为了“不漏一
人”，每个进出口有专门的保安
进行监督，扫码、亮码后方可通
行。同样，本市地铁等公共交通
的工作人员对扫描“场所码”的
检查同样非常严格。在1号线淮
海中路地铁站门口，记者看到，
凡是要进入地铁站，就必须扫码
进行登记。记者询问能否出示
随申码通行，安保人员表示必须
扫场所码后才可通过。而在其
他几个地铁站情况类似，均被要
求扫“场所码”才可入内。

“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
“场所码”“数字哨兵”为本

市实施扫码通行措施、促进高效
健康核验、开展精准流调溯源提
供了技术支撑。一旦发生疫情，
可据此快速追溯相关人员活动
轨迹、及时查找密接人员，便于
相关部门快速开展流调，精准排
查，以及做好相应的应急处置，
为避免疫情扩散争取宝贵时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出
租车司机的疫情防控意识同样
越来越严。一名强生出租车司
机告诉记者，如果不能扫描场所
码，原则上可以拒绝载客。如果

遇到手机没电的乘客，他们可以
提供快充充电线。

采访中，大多数市民已经意
识到“场所码”“数字哨兵”的重要
性。和年轻人一样，老年人们也
开始逐渐适应了扫码的“节奏”。
在港汇广场门口，60多岁的王阿
姨带着5岁的孙子，扫码入内：“只
要去公共场所，我一定认真扫‘场
所码’。我已经养成习惯了，用起
来也非常熟练了。扫码很重要，
对自己负责，也对大家负责”。

截至8月9日，全市各类场
所主体已申领“场所码”271 万
个、布设“数字哨兵”94314台。

目前，疫情防控仍不能放松
警惕，上海正加强“场所码”“数字
哨兵”运行监管。不过，记者发
现，尽管一些大型商超落实“数字
哨兵”“场所码”的应用、查验比较
严格，但路边的一些杂货店等场
所则很容易成为“扫码盲区”。

与此同时，在一些商场内
部，尽管不少店铺门口张贴了

“场所码”，很多市民在进入店铺
时并不能做到主动扫码。而有
少数店铺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
人员人数不够，没办法要求顾客
逐一扫码入内。

人人主动扫码
助力精准防疫

“场所码”和“数字哨兵”是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精准化、信息化的重
要举措。“场所码”“数字哨兵”为本市实施扫码通行措施、促进高效健康核
验、开展精准流调溯源提供了技术支撑。

截至8月9日，全市各类场所主体已申领“场所码”271万个、布设“数
字哨兵”94314台，7月以来日均扫码量、数据核验调用量突破5000万人
次。相比一个月前，“场所码”和“数字哨兵”数量均有提升，尤其是“数字
哨兵”增加了约1.6万台。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进入公共场所和居民小
区时，市民应当主动扫“场所
码”，并向场所现场工作人员展
示扫码结果，或者通过“数字哨
兵”扫码核验健康信息。

●对扫码通行存在困难的
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现场工作
人员应主动提供帮助。

●让“应贴尽贴、应扫尽扫”

成为我们防疫的良好习惯！积
极亮码、主动扫码，做到“凡到必
扫、逢到必检”，相互提醒、相互
监督。众人合力，守住公共卫生
防火墙，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
果！

●社会各个部门也呼吁，公
众要进一步按各类场所防疫要
求，不但主动配合测温、亮码、扫

码，而且都来监督这一行为。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呼吁：

让“场所码”和“数字哨兵”成为
守卫家园的抗疫利器！使用“场
所码”和“数字哨兵”可快速展示

“随申码”和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提高通行和场所登记管理效率，
使疫情防控更精准，广大市民应
积极配合。

[提醒]

昨天17点，本市召开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230场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赵丹丹、徐汇区副区长王宏伟、闵行区副

区长刘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介绍有关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7日内旅居高风险区
抵沪后集中隔离7天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
丹丹介绍，截至目前，上海已
接收5个海南来沪航班，接返
人数共845人。后续还将根据
情况继续做好接返工作。返沪
人员实行3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4天居家医学隔离观察，如

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条件
的，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集中隔离期间，不向隔离人员
个人收取食宿费用。有流调结
果显示，截至目前，未发现昨天
新增的2例阳性感染者与本次
海南疫情存在关联。

未发现新增2例阳性感染者
与本次海南疫情存在关联

截至8月9日，全市各类场所主体已申领“场所码”271万个。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常鑫 摄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
宇介绍，鉴于当前疫情形势，
提醒市民朋友如有发热、咳
嗽、咽痛等症状，做好防护及
时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不扎堆、不聚集，保持居家环
境通风清洁。在坚持“防疫三
件套”（戴口罩、社交距离、个
人卫生）的基础上，牢记好“防
护五还要”（口罩还要戴、社交
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
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
要尽量开），同时做到定期测

核酸、主动扫场所码。在这
里，再强调一下，重点岗位、重
点人群要根据要求定期做好
核酸检测。同时，建议还没接
种新冠疫苗的市民尽早接种。

近期多为高温酷暑天气，
请各街镇、居村、各单位做好
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
和市民的防暑降温等服务保
障工作，也请市民朋友积极配
合，在参加核酸检测时做好个
人防护，规范佩戴口罩，严格
落实保持间距。

上海又出现社会面散发病例，当前还是有疫情传播的风险，

市民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近日多地出现疫情，不少是旅游热门地，对于这些地区来沪

返沪人员，上海怎么加强相关人员排查和防疫管理？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
宇介绍，根据国家《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相关规定，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的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
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
动地等区域，划为高风险区，高
风险区原则上以居住小区（村）
为单位划定。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停留和活动一定时间，且
可能具有疫情传播风险的工作
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中风

险区，根据流调研判结果可调
整风险区域范围。

流调显示，昨天报告的阳
性感染者活动轨迹较为复杂，
涉及范围广，包括菜场、超市、
足浴店等人流量大、管理难度
大的点位和场所，疫情蔓延风
险较大。因此，结合其活动轨
迹涉及范围，划定了相应的风
险区域，加强管控和开展核酸
筛查，及早发现潜在的感染
者，控制疫情风险。

海南这两天开始分类分批安排滞留旅客返程，目前已有多

少航班、多少旅客返沪？在沪集中隔离期间食宿需要自费吗？

这次新增阳性感染者是否与海南疫情相关联？

昨天划定的高中风险区涉及多个小区、居村，为什么会划这

么大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