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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孔雯瓊 上海報道） 28日，上海市衞健

委公布上海27日無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這是上海自21日再現本

土病例後，首次公布本土零新增。令人矚目的是，在這輪疫情防控中，僅

篩檢了4.1萬人。如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此前發微博

所說：「上海的防疫工作一直是『陶瓷店裏抓老鼠』，我們希望既抓住老

鼠，又不要打破瓷器，希望不要因為防

疫對社會生活產生大的影響。」精準防

控的同時盡量不打擾普通民眾的

生活，已成為上海抗疫的常態。

上海抗疫這樣做：

上海精準防控策略上海精準防控策略

網格化監控

強化整體防疫救治力量配備，加強大數
據管理，包括冷鏈食品信息追溯，民眾隨申

碼實時更新等

主動式監測

對於重點人群進行定期核酸檢測，加強不定期檢
查以及社區登記管理

閉環式管理

包括對於入境人員以及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加強
管理和跟蹤隨訪工作，閉環轉運至各區
隔離點，進行14天的集中隔離等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倪夢璟、、孔雯瓊孔雯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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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發現處置快 核檢篩查僅4.1萬人 流調嚴謹布控準

當狡猾且擅隱藏的新冠
病毒零星出現在特大型城
市中，如何一邊精準狠地
揪出病毒打擊，一邊又維
持正常社會秩序，這在上
海已不是一道單選題，而

是可以兩者兼顧。
最近，張文宏醫生用一句很形象的話來比

喻上海抗疫工作，就是「陶瓷店裏抓老
鼠」——「既抓住老鼠，又不要打破瓷
器」。這句話原本出現在上海解放戰役中，
指殲滅敵軍的同時保全城市免遭破壞。要知
道，如今的上海擁有2,500萬人口，百姓生
活要保障，經濟需發展，城市更是不能脫離
正常運作，在進行抗擊疫情這場沒有硝煙的
戰爭中，稍微有一點差池或動作過大，輕則
人心惶惶，重則社會停擺。

今年冬天出現疫情後，上海借助大數據
的科學手段，再次啟用「陶瓷店裏抓老
鼠」的戰術，從個案中抽絲剝繭找到線
索，再到精確範圍追本溯源，最終達成
「一擊即中」。且整個過程中，百姓生活
並無受到影響和驚擾。

上海抗疫靜悄悄卻又神速，一有病例出
現，即精準響應，從安排隔離到測核酸，
再到出結果和全上海市公布，很多都在一
天甚至一晚之內達成。之所以選擇夜間展
開工作，亦是為了不擾民。夜間區域性封
路不會干擾交通，居民下班後檢測不影響
工作，而且還能避免過多圍觀，並杜絕謠
言滋生。上海市民都對當地的抗疫工作豎
大拇指，很多人稱，「往往是剛聽到有病
例消息，只要睡一覺，第二天醒來肯定就
有公開透明的詳細信息出來，那些有的沒
的，官方都說得清清楚楚。」

總之，這次上海抗疫，的確讓百姓
安心，大家心裏不慌，生活如

常。都說上海風格精緻又周
密，就連抗疫也體現出這
座城市的個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抗疫精準狠 民眾稱安心

疫情公布保護個人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23日

起，上海市疫情公布情況刪減了確診病例的個人信
息。在公布了確診病例的情況下，又保護了私人信
息，得到了不少人的好評。
民眾吳小姐說：「之前網上有很多傳言，對於

患者也有很多不好的影響，患者的隱私也需要被
保護，我覺得上海這一點做得很好。」
吳小姐表示，對於徹夜留守的志願者，還

有醫護人員以及所有的抗疫人士表示最忠誠

的謝意。她說，「每次看到上海有新增病
例，就很難受，但隨着政府管理得當，確證
病例慢慢清零，我們也安下心來，我們相
信，一定能夠戰勝新冠。」
在上海生活工作多年的Sarah也表示，「政府
反應非常迅速，大概一周的時間，就控制住了疫
情，讓我們都非常安心，非常感謝這些醫務人員
和工作人員，給我們創造了這一安全的環境，讓
我們能夠順利地生活工作，非常感謝。」

重點人群例行檢查，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外包後勤保障人員開展新冠病毒核
酸例行檢測中發現可疑病例。當晚，張文宏趕到徐匯區疾控中心，和上海衞健
委、疾控中心專家連夜開會研判部署控疫

2例樣本經上海市疾控中心覆核，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隨後又排查出一例樣
本，共計3例。從當日起，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密集召開，權威部門及時公開
正面闢謠，院士專家教民眾做好個人防護

上海排查出21日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再確診3例病例

上海再確診21日病例密接者共3例病例，截至當日，8例為普通型，一例為輕
型。組織中風險地區居民入住賓館集中封閉管理，寵物犬可以跟隨主人登上防
疫隔離巴士車

21日確診病例密接者中再增3例確診病例。凌晨，張文宏微博發文稱，「陶瓷
店裏如何抓老鼠」，考量的不僅是公共衞生系統的能力，更是一個城市精細化
治理的智慧和水平

新增1例病例，為21日確診患者密接者。當日晚間，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發
布情況通報，在開展全院例行核酸檢測中發現個別樣本不合格，連夜封閉檢測

新增1例密接者病例，與一名閉環管理中的護工病例，共2人。凌晨，復旦大
學附屬婦產科醫院發布徹夜檢測結果，所有覆核樣本均為陰性

新增21日患者密接者病例，上海市市長龔正宣布，上海疫情已經基本控制。安
排核酸檢測累計篩查4.1萬多人，並沒有進行全員篩查。只封閉了3個發現確診
病例的小區和1個酒店，並及時充分保障市民生活物資；不涉及疫情的醫院照
常開門接診，主動優化流程，加快就診速度，為患者提供便利；其他公共場所
加強了戴口罩、查驗健康碼、測體溫等舉措，盡量不給市民添過多麻煩

本土患者新增為零

■■11月月2121日日，，上上
海各大醫院開展海各大醫院開展
全院全員核酸檢全院全員核酸檢
測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1月月2222日日，，防疫人員組織轉運居民入住賓館集中封閉管理防疫人員組織轉運居民入住賓館集中封閉管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1月月2727日日，，防疫人防疫人
員在上海黃埔區被封員在上海黃埔區被封
閉的區域準備消毒閉的區域準備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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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此輪抗疫中，流行病學調查（下稱
流調）工作分秒必爭，整個過程精準

相扣，從隔離、檢測到綜合研判講究的是
「多一個不要，少一個不行」。在此輪疫
情的應對方面，主動發現、快速處置以及
精準有序成為了上海防疫特點。

被封醫院10小時檢3次
25日，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在例行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中發現了個別不合格樣
本，相關部門隨機開展覆核，期間醫院暫
時限制人員流動，上海在保障了滯留人員
物質供給的同時，加速覆核，最終結果全
部為陰性。
該院的一名護士說：「約莫從1月25日的

下午3點多開始，一直到26日的1點之前，
3次核酸檢測，包括最後一次由上海疾控中
心做的測試，近 10 個小時裏，全部完
成。」
「能那麼快出結果真是讓人大大鬆了一

口氣。」該名護士稱，院內人員當時不知
要在醫院裏滯留多久，頗有顧慮，尤其是
一些大腹便便懷着寶寶的準媽媽們，有的
甚至衝到院內的便利店去「囤貨」。
「實際上，她們囤的東西都沒用上。核

酸檢測有條不紊又快速地進行起來，不到
半天時間，就有第一批人被解除警報、允
許回家。」

精準核檢成本低效果好
相較於早期的「被動」，此次上海出現

的16例本土確診病例均為主動發現。上海
市市長龔正介紹，上海在出現疫情情況
時，已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預案，迅速
鎖定場所，病例，以及識別對象，通過科
學方式確定密接者等相關人員，且及時落
實閉環管理措施。
他說，至27日晚，上海一共安排核酸檢

測累計篩查4.1萬多人，並沒有進行全員篩
查。這也意味着，通過科學有效精準的防
疫管理，抗疫成本亦有效減少。
龔正表示，上海一直將疫情的防控主動

權抓在手裏，制定了常態化防控措施，在
嚴密閉環管理鏈條的同時，還會進行不定

期檢查，尤其是針對重點人群進行定期核
酸檢測，加大應對力度以及應急準備，用
相對最小的成本，解決最大的關鍵性問
題，阻斷傳染源，防止大規模的社區擴
散。
此次疫情主要發生地黃浦區，以中風險

小區昭通路居民區為例，流調工作圍繞
1,800名居民展開。從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
來看，工作人員會詢問「有無親戚朋友拜
訪過」、「近期接觸過哪些人」等問題。
對於無特殊情況，會在名單上打上一個
勾，如有接觸情況的，會將人員信息以及
聯繫方式詳細記錄至表格內。

根據流調結果制定方案
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曾提

到，流調類似「破案」——相關工作人員
將從手頭僅有的一些線索深入開展，「從
千絲萬縷當中找出有價值的線索。」
她舉例說，此前有一組專班連續工作15

個小時，是為了對一條重要的線索展開深
入分析，並界定傳播鏈。
「我們是分析這條傳播鏈有可能延伸多

長，要排摸這條傳播鏈上有哪些關鍵的節
點、關鍵的場所，可能會涉及到多個範圍
的人員感染，甚至進一步傳播風險的可
能。根據分析之後，再來制定下一步行動
方案。然後兵分幾路，對這條鏈上重要的
環節、重要的場所進行進一步取證排
摸。」

一早設置發熱預警系統
據上海市衞健委消息，滬衞健委會同滬

公安局、通管局、大數據中心，運用大數
據和AI技術等信息技術，助力實施精準、
高效的差異化防控策略，利用科技技術科
學確定密接者、密接者的密接者以及其他
一般接觸人員，在疫情形勢嚴峻的秋冬
季，在科學的系統模型助力下，快速控制
本輪疫情。
據悉，早在2020年11月第一波本土病例

時，上海便設置了「發熱預警系統」，通
過快速防疫響應以及精準防控迅速控制住
了疫情的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