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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远琨、王辰阳、赵逸赫

　　春天来了，上海街头的玉
兰花开了，但传播快、波及广的
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引发的新一
轮疫情，却结结实实地让上海
遭遇“倒春寒”。
　　身边的亲友被隔离，无症
状感染者增多，孩子们开始上

“云课”……从流调、排查，到核
酸检测、隔离处置都持续增压，
上海正经历着新一轮疫情的

“极限”考验。
　　人们的生活节奏突然改变
了，但有着从容应对疫情的平
常心。病例排查清晰、物资保障
稳定，让人们对疫情保持警觉
但不慌张。
  张文宏医生也感慨：“整个
上海没有恐慌的感觉，这一点
是非常明确的。”

人少了脚步慢了

这是现在的上海

　　关于上海防疫，网络上甚
至出现了“封城、封路”的谣言。
走访大街小巷，我们记录了真
实的上海。
　　 3 月 10 日晚，上海市静
安区越洋广场解封，3400 多
名楼内人员带着街道赠送的

“出入平安”香囊走出大楼，
938 辆次出租车在 100 分钟
内集结于此，将 2091 人安全
送回家。
  3 月 12 日凌晨，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检
验科 PCR 实验室灯火通明，检
验人员通宵达旦地对样本进行
检测。
　　在封闭管理多日的上海松
江大学城四期学生公寓里，学
生们用歌声互相鼓励，被网络
博主用无人机拍摄记录下来，
在网上引起共鸣。
　　 20 个配送员，一天 13 个
小 时 ，从 早 上 7 点 到 晚 上 8
点，马不停蹄地奔忙。“订单像

‘雪花’一样从四面八方而来，
比平时足足多了 3 倍。”这是
近期上海浦东新区叮咚买菜金桥店的日
常。“走街串巷很辛苦，但是能给被隔离
的居民送去生活必需品，也是为上海做
了一点贡献。”
　　网红小马路愚园路上，街边小店客
流少了，但店主却多了一份笃定和从容。

“2020 年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店主们很
担忧扛不过去，还发起了互助计划，今年
这一轮疫情袭来，店主们很从容，相信不
管遇到什么新考验，上海都一定能解
决。”愚园路“社趣更馨”项目负责人许引
兰说。
　　走入这座城市，你会发现，这里的人
们放慢节奏、调整手势，以各自的方式积
极面对，平静中蕴蓄着力量。

  他们在黑夜守望黎明 日

以继夜守护万家灯火

　　这几天，上海人最关注的直播不是
娱乐、购物，而是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成了“网
红”。在发布会上，人们看到卫生主管部
门负责人、院士“大咖”、交通和商务部门
发言人，公众关注的、网上疑虑的，几乎
都能在发布会上得到解答。
　　很多一线工作人员，有的过了退休
年龄，有的是夫妻档、父子档，甚至全家
出动。疫情之下，他们坚守岗位、全心投
入，没有人置身事外。
　　最近，一张漫画海报在朋友圈广为
流传，医生、护士、公安、城管、物业、志愿
者、环卫人员、法律工作者、社区工作者、
驾驶员……他们站在黑夜守望黎明，又
在东方破晓时分投入新一天的工作，日
以继夜地守护着万家灯火。
　　这两年多，上海从未松过一口气，也
从来就没有什么“神话”，有的只是枕戈
待旦、事不过夜、严防死守，每一轮战斗
都不轻松，每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
  这次奥密克戎来势猛、传播快，上海
出现管理疏漏，疫情防控受到全国关注。
形势越是严峻复杂，就越要求我们决不
能有丝毫麻痹松懈、侥幸松劲。只有防疫
工作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众志成城，
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一次，上海依然有信心，更有责
任，守护市民平安。
  上海在与每一个狡猾的病毒赛跑
时，始终努力在最大程度上、以最小的成
本，把对市民生活的干扰减到最小，尽力
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在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的前提下，少一些“折腾”、多一些

“如常”，便是这座城市给市民最大的“温
柔”。

  每次降落 “平

安”都有了新定义

　　 3 月 10 日凌晨 3 点，
东方航空的机长杨云国收拾
好行囊赶赴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执飞上海至米兰的航班。
飞完这趟航班，他将迎来自
己的又一个“21 天”。
　　为了防疫安全，执飞国
际航班的飞行员都要严格执
行 21 天隔离政策，一些飞
行员一年中有 200 多天是
在一个小小的隔离房间里度
过的。“这对我们的体能和心
理都是严峻考验，但我们用
最大努力维护国际航线的畅
通，也要尽最大努力守护城
市平安。”杨云国说。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有一群与病毒擦身而过、甚
至“面对面”的人。海关是口
岸与地方联防联控机制衔接
的重要一环，境外输入病例
数持续处于高位，海关登临、
旅检的卫生检疫关员面临持
续高压。“一个人的付出，或
许并不能换来立竿见影的效
果，但惟有坚持，于心、于行
不大意、不松懈，才会迎来春
暖花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海关旅检处旅检四科党支部
书记、科长陈宇炯说。
　　自疫情暴发以来，上海
承接了全国 40% 的入境客
运航班和旅客，通过创新摸
索和精细管理，构建了输入
性病例“闭环”管理机制。今
年 3 月初，上海境外输入病
例已累计超 4000 例，在全
国抗疫形势平稳时，上海其
实始终处于境外输入疫情防
控的风口浪尖。然而，病毒快
速变异、境外输入持续高压、
多源头叠加交叉，让打了一
仗又一仗的上海，在防控机
制上不断面临新考验，基础
设施和工作人员持续处于

“极限”应战状态。
　　“在一轮一轮的战疫中，
4000 多例输入病例我们守住

了，这本身就是不俗的答卷。只是疫情反
反复复，我们打了一次胜仗的同时，还要
时刻准备打下一场硬仗。”杨云国说。
　　国际航线运行是否平稳、安全直
接关系到这个城市的平安，每一个国
际航班的降落，都让“平安”有了新定
义。就是这些为国“守门”的人，在守护
这座城市正常运转的“安全阀”。

疫情“撕裂”的由我来“缝合”

　　近期，上海不少社区突然封闭，老
百姓生活开门七件事，有不少只能依
靠快递、外卖解决。这些穿梭不停的快
递小哥，用电动车“缝合”起这座城市
被疫情撕开的“裂缝”。被隔离居民与
这座城市的联系，就在快递小哥飞驰
的两轮之间。
　　来自江西上饶的 90 后叮咚快递
小哥彭思文说：“电瓶车每天都要骑
100 多公里，每天 150 单打底、最多
时近 210 单，但比 2020 年还是轻松
很多，起码心里是很踏实的。”
　　隔离社区和楼宇，不论大小或远
近，谁都不会成为孤岛。也正是这样充
足、稳定的保障，让大家尽管隔离在
家，但心安如常。
　　订单量暴增，配送时间难免延迟，
但大家既没有因此恐慌囤货，也鲜有
指责抱怨。“有时候因为配送慢了给客
户道歉，反而收到的是感谢，大家还叮
嘱我注意安全、做好防护。”彭思文笑
笑说，“心里很暖。”
　　记者在上海多家大型商超、社区
菜场和日用百货店走访发现，生活物
资总体上供应充足、渠道畅通、价格稳
定。个别点位的大型商超出现供货延
时，原因是线上订单暴增，配送供货的
快递人员优先保障隔离点民众需求，
造成配送人员的短时紧张，进而出现
供货暂时延迟。
　　菜篮子稳了，老百姓的心就安了。
在一个临时收货点，记者看到，众多货
品中还摆放着几束鲜花，玫瑰、洋牡丹、
满天星……买菜的同时还不忘装点生
活，疫情没有阻挡市民对生活的热爱。
　　“各地疫情严峻复杂，应该集聚民
力增强抗疫力量，不做清谈客，要做行
动派。在疫情面前，人人尽力，也是城
市可贵的软实力。”许引兰说。
　　朋友圈里，有人发了一张上海主
干道的夜景照片，一盏盏路灯汇成巨
大的光彩暖流，照亮了远方。打开车
窗，风已经是温润的了，传来时断时续
的爵士乐，让闪烁的霓虹灯柔和了许
多。太阳每天升起。上海，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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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攀、赵瑞希

　　 3 月 14 日至 20 日，深圳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同时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居家办公，非城市
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或居家办公，停
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全市公交、
地铁停运，全市社区小区、城中村、产
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最忙的城市，突然慢下来了”“深
圳按下了‘慢行键’”“要用‘慢生活’实
现‘快严控’”……面对异常复杂的疫
情防控局面，深圳升级防控举措，指向
明确：以更坚决果断的态度，守护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从而让深圳经历考
验后再次“快起来”。
　　虽然生活“慢”下来了，但深圳依
然步履不停，这座与香港毗邻的城市
仍在动员力量，保障供港物资运输“生
命线”，支援香港抗疫。
　　守好这座城，阻击本土疫情，支援
香港抗疫……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
路，破障前行的是这座城市的坚强意
志，更是千万居民的坚定信心与温暖
情怀。

“慢生活”，是为了“快严控”

　　从 14 日早晨起，深圳的节奏明
显慢下来了。
　　以往繁忙的福田 CBD 街头，商
场停止营业，小区封闭管理，写字楼仅
允许少量报备人员进入……人流车流
大减，让人突然意识到原来一直感觉
很拥挤的街道，此刻非常宽敞。
　　唯独没有变的是外卖小哥、出租
车司机驾车经过的身影。他们在提醒
人们，这座“前台”慢下来的城市，“后
台”依旧有序。
　　“深圳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传

染性很强、传播速度很快、隐匿性很
高、人群普遍易感，如果不及时果断
强化防控，很容易造成社区大范围传
播、病例迅速增加。”深圳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新闻发言人林汉城说。
　　 2 月 15 日，深圳遭遇新一轮疫情
冲击。在采取了大规模核酸检测，划定
封控区、管控区、防控区“三区”等防疫
措施后，疫情形势一度有所好转，一些
封控区、管控区也陆续迎来了“解封”。
　　然而，本轮疫情呈多点散发态势，
源头一直没有完全明朗，传播链关系
仍在进一步流调追溯中，给深圳疫情
防控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同时，与深圳
一河之隔的香港，疫情形势持续严峻，
也给深圳防疫带来压力。
　　在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下，3 月中
旬，深圳疫情再次反弹。12 日，全市新
增病例 66 例，13 日新增 86 例，至今
累计病例已超 500 例。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
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采取最坚
决、最果断、最科学、最严格、最全面、
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在阻击本土疫
情、支援香港抗疫、保障城市平稳有
序运行‘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全力
以赴稳控全市疫情防控大局。”深圳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强说。
　　 13 日晚，深圳发布通告，进一步
升级防控举措，扎紧口袋，以“慢生活”
实现“快严控”，以尽快切断新一轮疫
情社会面传播。通告发布后，一些网民
用“深圳拼了”来形容这座城市前所未
有的果断与坚决。
　　 14 日一早，深圳公布了管控细
节，阐释“深圳速度”“效率就是生
命”——— 封闭式管理不是不能进出，而
是实行严格围合管理；全市全面实行

“居民白名单制”管理，每户每 2 至 3
天可安排 1 人凭通行卡外出购买生

活物资；全市出租车、网约车不停
运；深圳酒店、民宿正常开放；入深、
离深通道均未关闭；米面油、肉蛋禽
等食用农产品货源充足，配送人员、
志愿者正全力服务……

  守护这座城，不忘支援

香港抗疫

　　“慢生活”下的深圳依然忙碌：
深圳抗疫，既要守护好自己，还要
继 续 支 援 抗 疫 形 势 严 峻 的 香 港
特区。
　　深圳口岸是内地供港物资的重
要通道。“日用品、基本民生必需品，
深 圳 保 供 占 了 香 港 市 场 将 近
80% 。”深圳市商务局副局长周明
武说。保持供港物资正常运送，是支
援香港抗疫的关键一环，深港跨境
运输生命线绝不能中断。
　　为保障供港物资供应，深圳在
确保货源充足稳定的同时，不断优
化深港跨境陆路运输模式，并开辟
了新的运输通道。3 月 1 日起，跨境
司机在口岸区域或高速公路出口附
近的 13 个综合接驳站与内地司机
进行集中接驳。14 日起，所有深港
跨境货车入境深圳后，跨境司机须
在深圳皇岗、文锦渡、莲塘、深圳湾
口岸接驳点与内地接驳司机交接
车辆。
　　与此同时，为降低深港陆路口
岸疫情防控压力，有力保障供港物
资运输稳定，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深
圳还开辟了水路和铁路运输通道。
2 月 21 日起，深圳大铲湾、妈湾和
盐田港三个码头开通 3 条供港运
输“海上快线”。3 月 2 日，深圳平湖
南国家物流枢纽开通深港跨境铁路
货运班列。

慢下来，感受城市温情

　　 7 天，168 个小时，10080 分
钟——— 不少人相信，这段艰难时光
将在深圳的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
的印记，同时也让人们看到深圳“忙
着挣钱”之外的温情一面。
　　那些在马路边上累倒睡着的

“大白”、那些睡在办公室很久没有
回家的社区工作者、那些风驰电掣
赶着送货的外卖员和快递员、那些
坚守在农批市场和商超的工作人
员、那些守望相助共享物资的邻里
们，以及每一个遵守防疫要求的普
通人，共同构筑了这场战“疫”中的
英雄群像，平凡却有力量。
　　“我是一名外卖员……我怀念以
前爬 7 楼给顾客送餐的样子，我怀念
看到商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情景，我希
望疫情快快结束，哪怕让我爬 9 楼我
也毫无怨言，我希望亲手把美味交到
顾客手里说上一句‘祝您用餐愉快’，
我希望一切恢复正常。”3 月 12 日，
一位外卖小哥在深圳卫健委公众号
下的这条留言让很多深圳人“破防”
了。3.5 万个赞的背后，是深圳人对
寻常生活的向往和盼望，是对每一
位抗疫一线工作者的感激和敬意。
　　一片片蓝色的荧光浪花，拍打着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西涌暗夜社区
海滩。深圳市天文台观测工作人员 3
月 11 日在配合落实海防工作的常规
观测中，拍下了荧光海现象。很多深
圳人转发了这段视频，感叹身处疫情
之中看到这样的视频，“感觉被治愈
了”。一位深圳市民写下留言：“大自
然有时很残酷，有时也很治愈。愿在
各方的努力下，一切都会赶紧好起
来。”  新华社深圳 3 月 14 日电

按下“慢行键”的深圳，依旧步履不停

新华社记者马晓成、段续

  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通报：12 日，全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1412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 744 例；13 日，全省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 895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 131 例；14 日 0 至 14 时，全省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44 例，新增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 9 例。
　　据通报，截至 14 日 12 时，吉林
省还有新冠病毒初筛阳性人员 3868
例。地处吉林市的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因出现聚集性感染，也引发社会高度
关注。

阳性感染者数量快速增长

　　自 2 月 28 日吉林省珲春市报告
1 例确诊病例以来，在十余天内，吉林
省全省阳性感染者数量快速增长。其
中吉林市、长春市疫情较严重，两市感
染者数量占全省 90% 以上。
　　从 3 月 8 日开始，吉林市每日检
出的阳性感染者总数就维持在三位
数。从 12 日开始，长春市病例也呈快
速增加态势，12 日单日新增阳性感染
者总数超过 800 例，13 日有所下降，
但也超过了 400 例。
　　在吉林省内其他地区，13 日至
14 日 14 时，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中，四
平 市 7 例 、延 边 州 1 0 例 、松 原 市
1 例。
　　吉林市疾控中心主任孙殿伟说，
通过现有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2 月份开始，疫情就已隐匿在吉林
市传播。
　　疾控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检测工
作推进，预计未来新增感染人数还将
增加。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疫情防控
组组长张艳说，感染者数量出现较大
幅度上升，一方面反映出奥密克戎病
毒传播隐匿、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
早期难于发现，易形成社区传播；另一
方面，反映出个别地区面对疫情快速
上升的形势，医疗资源扩容能力不足，
导致短时间内集中收治受限；个别地
区应急处置机制不够健全，对奥密克

戎病毒特点和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认
识不足、研判不准，落实“应检尽检、应
隔尽隔、应治尽治、应管尽管”方面还
有差距。

  病毒传染力高、传播隐匿
性强 学校等地发生聚集性
感染

　　吉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赵庆
龙介绍，引起此次疫情的奥密克戎变
异株 BA.2 亚型，传染力较之前流行
的 BA.1 又高了约 30% ，在支气管组
织中的复制滴度是德尔塔变异株的
70 倍。
　　“症状轻、隐匿性强，是这次吉林
市本土疫情的最大特点。”孙殿伟说，

“以截至 11 日的数据分析，本次疫情
无症状感染者占比为 56%。现在溯源
工作比较困难，很多人自始至终未表
现出症状。无症状感染者的增加，使流
调过程遭遇传播链条缺失或断链情
况，但病毒的传播并未停止，如果出现
社区传播，感染病例数在 2 至 3 天内
可以翻倍。”
　　校园感染情况受到社会高度关
注。在 3 月 7 日吉林市卫健委公布的
流调信息中，首次出现了吉林农业科
技学院的确诊病例。此后几天内，该校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呈现出快速
增长的趋势。据记者梳理，截至 3 月
10 日 24 时，该校 5 天共报告 70 多
人在校内感染。学校工作人员反映，尽
管学校腾出了大量空余房间，但依然
不足以应对隔离需求。

　　吉林省迅速调集力量进行转运
安 置。目 前 ，吉 林 农 业 科 技 学 院
6556 人已被转移至吉林省内多个
地市进行隔离，同时安排了 85 名
带队老师随车转运。
　　吉林省要求，加强对学校、养老
院等重点人员聚集场所日常监测，
及时排查隐患、消除风险。针对学校
人员密集、疫情传播风险高的实际
情况，吉林省要求所有大学要严格
实行封闭管理。

  防控任务艰巨 抓紧抓

实防控措施坚决战胜疫情

　　疾控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检测
工作推进，预计未来新增感染人数
还将增加。当前，吉林省正经历疫情
防控常态化以来形势最严峻、工作
最复杂的一次考验，防控任务艰巨；
吉林省抓紧抓实防控措施，形成严
密闭环，坚决打赢长春保卫战、吉林
歼灭战、各地阻击战。
　　 14 日，吉林市开展第 8 轮全
员核酸检测，长春市也已经开展了
3 轮核酸检测。吉林省正全力开展
流调排查，进一步充实检测力量，大
力推广抗原检测技术，提升核酸检
测能力和检测效率，全员核酸检测
做到全覆盖，坚决阻断疫情传播
链条。
　　目前，吉林省各地正在严格按
规范开展集中管理、单独隔离，统筹
全省酒店资源，准备充足隔离房间，
抓好转运环节对接，确保隔离人数

与酒店容量匹配、转运全程绝对安
全；做好隔离人员管理与服务，防止
交叉感染。
　　面对严峻疫情，吉林市、长春市
等地实行“非必要不出门”措施。
　　“我们管控了 7 个单元，有 700
多户居民。居民可以通过下订单的
方式，采购日常所需的食品、药品等
物资。社区内都设立了物流配送点，
物品消毒后会由志愿者送到居民家
中。对于老弱等特殊人群，我们建立
了台账，每天都会和他们打一次电
话，询问他们的实际需求。”吉林市
昌邑区东局子街道欣炭社区党委书
记杨乐说。
　　为减少跨省跨市流动带来疫情
外溢和传播风险，从 3 月 14 日起，
吉林省禁止本省（特别是长春市、吉
林市两地）人员跨省、跨市州流动。
吉林省还着力强化社会面静态管
控，强化学校、社区、农村等重点部
位防控，确保非必要不流动、不聚
集，做到应管尽管，坚决防止疫情外
溢扩散。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人手短
缺仍是制约当前吉林省多地疫情防
控工作的薄弱点。长春市发布青年
志愿者招募公告，向社会招募志愿
者。在吉林市的防疫一线，社区工作
者往往身兼多职，白天维护卡点、运
送物资、组织核酸检测、消毒消杀，
晚上则要轮班进行流调排查工作，
长时间超负荷运转。
  （参与采写：邵美琦、张楠、司晓
帅、王帆）新华社长春 3 月 14 日电

吉吉林林：：感感染染者者快快速速增增长长，，防防控控任任务务艰艰巨巨

  3 月 1 3 日，工程机械在吉林市高新
南区隔离方舱现场施工（无人机照片）。当
日，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南区隔离方舱开工
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3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 17.51 万平方米，共设计 6000
间隔离房间。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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