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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 4 月 14 日电 （记者朱思

雄、刘以晴）记者从 14 日中午举行的吉

林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经过 45 天艰苦鏖战，吉林省各市州均已

实现疫情防控社会面清零目标。

按照国家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通过

对最新一轮长春市核酸检测结果综合

研判，判定 4 月 13 日长春市实现社会面

清零目标。此前 4 月 8 日，吉林市实现

社会面清零目标，分区分级分类有序放

开社会面；报告本轮疫情首个病例的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3 月 25 日以来实现社

会 面 清 零 ；目 前 有 感 染 者 报 告 的 白 城

市、辽源市、梅河口市新增感染者均为

隔离管控人员，四平市连续多日无新增

病例。至此，吉林省各市州均实现了疫

情防控社会面清零目标。

3 月初以来，吉林省疫情迅速扩散

蔓延。3 月 11 日，已波及全省 6 个市州

和 1 个省直管县，并在长春市、吉林市出

现社区传播。3 月 15 日，全省感染者数

量破万。吉林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 不 动 摇 ，从 严 从 紧 抓 好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全 面 落 实“ 五 级 书 记 抓 防 控 ”责 任

制，完善省级领导包保县（市、区）、市级

领导包保街道（乡镇）、县级领导包保社

区工作机制，建立市包区对口支援长春

市机制。据介绍，以长春市实现社会面

清零为标志，吉林省本轮疫情防控已经

进入巩固成果、动态清零、逐步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的收尾阶段。

下一步，吉林省将以最短时间尽快

实现全面清零目标，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

动摇，持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

控水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弹底线。

梯度有序推进社会面放开，坚持“一城

一策、一企一策”，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

到位前提下，稳步解除社会面管控，分

区分类分梯次逐步恢复群众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经济运行秩序，区分不

同地区疫情状况，科学有序推进企业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缓解疫情对经济发

展的冲击影响。全面抓好春耕生产，加

快推进农民回乡、农资入户、农机检修，

确 保 农 时 一 天 不 耽 误 、农 户 一 户 不 落

下、田地一亩不撂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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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在上海街头，有这么一群人，

无论烈日当头，还是狂风暴雨，他们骑着电动

自行车，穿梭在大街里弄，为居民送去生活物

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快递小哥”“外卖小

哥”，他们为疏通抗疫供应保障的“最后一公

里”作出重要贡献。记者采访了其中三位。

京东快递员黄雷利：

“很多居民还在等着我”

4 月 13 日午后，雨势渐大，密集的雨点打

在黄雷利的防护服上，噼啪作响。他顾不得

停车避雨，赶往虹口区北郊小区门口。

一盒鸡蛋、一箱油、两盒玉米、一箱方便

面……黄雷利小心取出，看到快递盒上的地

址 被 雨 水 浸 湿 ，不 忘 掏 出 记 号 笔 重 新 描 清

楚。“您好，我是京东的。我把您的快递交给

了小区志愿者。”他一边和志愿者交接，一边

打电话联系居民。

“啊呀，我的快递终于到了，谢谢你啊，我

太感动了！”电话另一头的居民喜出望外。居

民的一声“谢谢”让黄雷利很是暖心。他微笑

着挂了电话，冲进雨里赶往下一个地点。

黄雷利每天往返于他对应的 5 个居民小

区和京东上海站区东宝营业部，总计来回送

五六趟，每趟耗时近两小时。“前两天气温高，

防护服里面湿透了。今天降温下大雨，是从

外面给浇透了。”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但他

一直在路上。

从东宝营业部送出去的大多是蔬菜、米

面粮油、鸡蛋、肉类等食物。另外，婴儿紧缺

的 奶 粉 、老 人 急 需 的 药 品 也 被 安 排 重 点 配

送。由于快递配送需求量大，营业部的服务

半径比平时扩大了一倍多。

为 确 保 防 疫 安 全 ，黄 雷 利 吃 住 在 营 业

部。晚上 8 点多，他收工回来，躺在行军床上，

抽空与家人视频聊天。“爸爸，我们很想你，你

要注意，口罩一定要戴好，防护服要穿好！”听

到 13岁儿子关切的叮嘱，黄雷利很欣慰。

每天送快递，害怕感染吗？“说不害怕是

假的，但我会尽力保护好自己。”40 多岁的黄

雷利眼神坚定，“这就是我的工作，很多居民

还在等着我！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4 月 12 日晚，京东物流从北京、江苏常熟

等城市调派 100 余台智能快递车增援上海，

加大在方舱医院、封闭社区、配送站点等场所

的运力投入，支援上海保供工作。京东物流

还发出内部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招募调

集快递员前往上海，未来几天，将有约 3000
名“快递小哥”等抗疫保供人员陆续抵达。

美团外卖员梅凯林：

“轮到我为上海抗疫出力了”

“您好，您订购的药品已经放在小区门口

的架子上，麻烦您下楼取一下。”4 月 13 日，在

静安区一个小区门口，梅凯林打电话给客户。

梅凯林今年 26 岁，原来是湖北武汉的一

名厨师。“2020 年武汉暴发疫情时，上海医疗

队第一批来支援。现在轮到我为上海抗疫出

力了！”看到上海疫情的报道，他决心赴上海

为抗疫出力，上了火车，他才告诉父母这一

决定。

“父母考虑了很久，才回复说尊重我的决

定，并提醒千万注意防护。”梅凯林说。

“干什么不重要，只要能作点贡献！”3 月

28 日到达上海后，梅凯琳在朋友介绍下成为

一名美团外卖配送员，在静安区负责 5 公里

范围内小区的物资保供。

前些天，有位 70 多岁的独居老人因身体

原因无法出门，又不会上网，通过亲戚联系到

梅凯林，希望他帮忙买菜。梅凯林骑着电动

车跑了足足 12 公里，终于为老人买到一些

米、青菜、西葫芦等。等回到老人所在小区，

考虑到他不方便下楼，梅凯林二话没说，扛着

东西就上了楼。

最近，梅凯林一天最多接了 50 多单，有

时东西太多，连电动自行车的反光镜上都挂

满了。“确实累，但眼下的困难都是暂时的，相

信一切都会好的！”

4 月 3 日，美团开通“应急帮手”服务，帮

助老人、孕妇、残障人士等特需人群解决困

难，并投入数百名服务人员跟进。美团买菜

从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地调配熟练分拣

人员驰援上海，目前已近 1000 人。

饿了么外卖员曾加红：

“肩上有一份责任”

“今天雨太大，我们跑单速度受到了影

响！”4 月 13 日下午，浦东新区张江镇暴雨如

注。刚送完一单婴幼儿尿不湿的曾加红骑着

电动自行车，在一家商场门口停下。他浑身

湿透，鞋子也进了水。

曾加红是饿了么浦东江西万之象哈雷路

站站长。4 月初，看到有些居民生活物资供

应不上，他主动向公司和居委会提出申请，要

求解除隔离，带领十几名“外卖小哥”为居民

服务。“除了送餐，还要给居民买菜、采购日常

生活用品。”

“这是救命药，给你 200 元，一定要快点

送到！”4 月 6 日下午，曾加红送单路过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一名穿着防护服的

医护人员拦住他，并递过来一袋药，嘱咐他送

到 1.5 公里处的一个小区。

“不要钱，你给我地址，我顺路就送了。”

曾加红接过袋子，看到备注的“救命药”三个

字，不禁心跳加速，加快了骑行速度。很快他

就将药送到目的地。原来是一位老人哮喘病

发作，情况很危急。

“我作为‘外卖小哥’，肩上有一份责任！”

曾加红为了自己和居民的安全，送单时不忘

做好个人防护。他每天早上做一次核酸检

测，晚上做一次抗原检测。

“早上给在云南老家的妻子打了电话，她

要我做好个人防护，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带

领同事把事做好。”曾加红笑着对记者说，“干

我们这行，哪有每天按时吃饭的？现在早饭

买不到，午饭也是等到送完单后才能吃上，晚

上 11 点都有可能要跑单子。”

过去一周，饿了么已有 2800 名上海“蓝骑

士”回到岗位，未来将组织更多运力加入保障

队伍。为了配送员的安全，饿了么严格落实配

送员核酸检测及抗原检测要求，已免费发放近

10 万份抗原检测试剂，紧急采购了防护口罩、

面屏和一次性防护手套，发放给配送员。

图为圆通速递上海长宁区福泉分公司快

递员王斌在送货途中。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穿梭在上海大街里弄，为居民送去生活物资

快递员外卖员奔忙保供一线
本报记者 申少铁 张 璁 邱超奕 史一棋

“疫情终将过去，人生的道路还很宽广，

成长的脚步绝不能停歇。”日前，同济大学以

“师生同心风雨共担，齐心守护美好家园”为

主题在线上开讲“大思政课”，老师的这番话

深深打动着屏幕另一端的莘莘学子。

面对当前上海市疫情防控严峻复杂的

形势，连日来，上海各高校积极行动，进一步

严格闭环管理，压实责任、完善机制、堵塞漏

洞，在思想、教学和生活上切实关心好广大

师生，全力守护师生安康、校园安全。

为保障校园封控管理期间物资以及食

堂原材料等进校安全，复旦大学制定了三级

防护工作要求：采购大宗货物要做到来源可

追溯，强化配送人员健康核验，确保校外配

送过程有防护；严格货物和车辆进校管理，

确保进校过程有防护；师生员工人人尽责，

使用物品时做好个人自我防护。

封控管理期间，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们

留守寝室，但校内餐饮服务人员非常有限，

为 3 万多名学生送餐的工作量很大。于是，

上海交通大学各学院组建教师送餐队伍，

1000 余名教师成了送餐员，教师们的私家

车成了送餐专车。

为保证封控管理期间的教学质量，同济

大学本科生院微信公众号新推出“教学教务

咨询智能服务平台”，为师生提供便捷的咨

询服务。上海大学推出线上教学建言献策

问卷调查，面向全校师生征集意见与建议。

在确保线上教学网络的稳定可靠方面，

上海大学升级校园网络出口带宽，调整和优

化网络设备及网络策略，保障教学资源的网

络线路优化。

同济大学还要求，任课教师应利用课

前、课间时间，多和学生们聊聊天，弘扬抗击

疫情的感人事迹，用言语和行动鼓励学生，

最大程度缓解焦虑情绪。

上海高校积极落实各项防控举措

全力守护师生安康、校园安全
本报记者 史一棋



4 月 14 日 上 午 ，上 海 最 大 方 舱 医 院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 3 号

馆 旁 ，十 几 辆 大 巴 车 首 尾 相 接 ，静 静 等

待着。

10 点钟，首批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的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陆续从馆

内走出，边走边向周边的医务人员致谢。

“我是 9 日晚上 10 点多到这里的，住

了快 5 天，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不舒服，

也没吃药。”家住上海浦东的市民宋女士

说，在两次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都是阴性、

满 足 出 院 条 件 后 ，自 己 赶 上 了 第 一 批

出院。

每个走出方舱医院的人，都会领到一

份“方舱医院出院小贴士”，细致提示了如

何处理隔离观察期间穿过的衣物、使用的

物品等，还写着：“祝贺您顺利出院！感谢

您住院期间给予我们的配合和帮助！”

宋女士说，方舱里的工作人员都很辛

苦，防护服一穿就是很久，“他们不能喝

水，特别不容易。我非常感谢他们。”

市民王女士是和读四年级的儿子一

起 在 方 舱 医 院 进 行 集 中 隔 离 医 学 观 察

的。“我睡眠挺好，在这里没有什么不习惯

的，很开心今天能够出舱，希望更多人能

够尽快出舱”，她说，这几天，儿子网课没

有断，每天学习、看书，有时玩玩游戏，过

得也挺充实，“回家后，我每天都要带着孩

子一起运动，增强体质。”

“不要急，慢慢来，大家找好位子坐

下，路上注意安全。”上海集中隔离点医疗

救治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 医 院 副 院 长 陈 尔 真 在 现 场 送 这 首 批

322 名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市民上

车。他介绍，这批市民在方舱的时间不

长，5 天左右就达到了出院标准。方舱医

院还给每个人准备了出院总结，帮助他们

做好后续健康管理。

据介绍，按照“应转尽转”的要求，上

海市筹措市、区两级方舱医院，市级层面

已经建立 6 个方舱基地，分别是新国博中

心方舱、世博方舱、崇明花博园复兴馆方

舱、临港方舱、长兴岛方舱、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方舱。截至 4 月 13 日 24 时，6 个方

舱 中 有 感 染 者 56526 人 ，累 计 收 治

79983 人。

在广大医务工作者和运营保障团队

的精心照护下，一批批的感染者核酸检测

结果逐步转阴，达到解除集中隔离标准，

近两天已经有超过 2 万人出舱。刚刚启

用 5 天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可以

容纳 5 万多名感染者入舱隔离，今后将陆

续有更多市民解除隔离。

经过精心照护，一批批感染者核酸检测结果转阴，达到解除集中隔离标准—

上海近两天超2万人走出方舱
本报记者 巨云鹏

4 月 14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首批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感

染者出舱。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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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R

（上接第一版）还有超 5000 万老人未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以我国庞大的总人口基数、庞大的老年人群体规模，如果“躺

平”，不管“防”，只管“治”，不仅会让高龄患者、合并严重基础病

患者等特殊人群面临病毒的严重威胁，还可能形成规模性反

弹，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大打折扣，甚至付之东流。可

以说，坚持“动态清零”，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必然

选择，是 14亿多人口大国当前务必守住的疫情防线。

疫情防控关系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没有人是

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责任人。应当看到，常态化疫情防控是一

项艰巨繁重又需要持久坚持的工作。坚持意味着十分艰辛的

付出、极度疲累的坚守、咬紧牙关的挺住，特别是疫情形势严

峻的地方采取有关封控、管控等举措，给人们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这是病毒逼迫我们作出的不得已的应

对之举，也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从长远看，一时

的不便，是为了更长久的方便；局部的坚守，是为了更大范围、

更广泛的百姓正常生产生活。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既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他人，既能减少交叉感染风

险，也是在为疫情防控大局做贡献。

当前，疫情仍在高位运行，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防控正

处于关键紧要时期。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必须继续坚持“动

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坚定必胜信心，更加坚决果断，

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动态清零”的精髓，一是

快速，二是精准。要比病毒跑得更快，以快制快，真正把防控

措施落细、落小、落实。要针对病毒变异的新特点，提高科学

精准防控本领，完善各种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

施。要保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做好生活必需品生

产供应，保障好群众就医需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党政同责，齐抓共

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疫情较为严重的地方，党政主

要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防疫工作放在第一位，尽锐

出战，决战决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积极发

挥作用，坚持深入防控一线，深入群众，用心用情用力帮助群

众排忧解难。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会胜利，坚持定能胜利。经过 45 天

的艰苦鏖战，吉林省各市州均实现了疫情防控社会面清零目

标。这再次证明，我们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动态

清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持战略

定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拼

劲，继续攻坚克难、顽强奋战，积小胜为大胜，我们一定能打赢

常态化疫情防控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有力有效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

（上接第一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

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安排，扎实

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密防范应对各类水旱灾害，为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王勇指出，当前全国各地正在陆续入汛，各地区各有关方

面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逐级压紧压实责

任，狠抓措施落细落地。要强化各类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和

会商研判，紧盯江河洪水、城市内涝和山洪、台风等重大风险，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隐患，抓紧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

练，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尽最大努力防范人员伤亡和灾

害损失。要进一步健全防汛抗旱体制机制，加快补齐防汛排

涝工程设施短板弱项，统筹做好抗旱保供水工作，提升基层应

急处突能力，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月 13 日，风雨交加，在上海崇明花博园

复兴馆方舱医院，一天内陆续有 1300 余名新

冠病毒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登上

大巴返回家中或居住地。这个方舱医院由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负责统筹协

调，安徽援沪医疗队负责临床诊疗。

“ 我 们 这 支 队 伍 进 驻 的 总 人 数 是 687
人 ，其 中 医 生 142 人 ”，上 海 崇 明 花 博 园 复

兴 馆 方 舱 医 院 院 长 、安 徽 省 公 共 卫 生 临 床

中 心（安 徽 省 传 染 病 医 院）院 长 张 泓 说 ，队

伍 里 有 28 人 负 责 院 感 防 控 ，“ 我 们 这 支 队

伍里有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都有武汉抗

疫的经验。”

崇明花博园复兴馆方舱医院收治的主要

是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4 月 4 日凌晨开

始运营后，安徽援沪医疗队和新华医院齐心

协力，抓好各项诊疗工作。

“我们采取分级、分类，照护、抚慰，重点

监测、对症治疗的整体原则，不断优化诊疗方

案，遇到复杂病例时，还会进行多学科的会

诊。”张泓说，除了对新冠病毒的感染进行干

预，还需要对有些人的慢性病情况进行管理，

通过对入舱感染者的筛查统计，实行动态监

测和分层管理，“同时，我们也充分发挥队伍

里 60 名中医师的作用，中医疗法很受感染者

欢迎。”

“现在这里平均的住院天数是 7.41 天，大

部分在 5 到 6 天，就可以逐步考虑出舱了”，新

华医院儿外科副主任潘伟华提示，出院人员

需 要 注 意 在 方 舱 内 使 用 过 的 生 活 物 品 的

消毒。

张泓说，此前在武汉救治的患者主要是

重型和危重型，此次在上海主要是轻型和无

症状感染者，“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隔离观察

人员的人文关怀，开展心理疏导等，缓解他们

的焦虑情绪，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

安徽援沪医疗队与上海新华医院

齐心协力做好诊疗
本报记者 巨云鹏 王伟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