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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采样亭装上空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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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落实养老机

构作为疫情防控重点机构的要求，上

海市民政局对本市所在区内没有中风

险地区的养老机构（含长者照护之

家），稳妥有序调整人员进出管理等方

面的疫情防控措施。

所有进入养老机构的人员， 必须

出示身份证实名登记； 必须体温测量

正常； 必须持有健康绿码、7 日内未途

经或在中高风险地区逗留的行程码、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有疑似

症状者禁入。

外出就医返回的老年人

因就医等原因外出后返回养老机

构的老年人， 在独立区域进行 3 天隔

离观察， 其间经过 2 次核酸检测阴性

（2 次核酸检测间隔超过 24 小时），方

可进入生活区。

对于血透等情况需经常性外出就

医的老年人， 可在养老机构内独立区

域居住并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 每日

进行核酸检测。

回家临时居住的老年人返回养老

机构，参照执行。

新收住的老年人

须前 7 日未曾途经中高风险地

区， 且须持有前 7 日内 2 次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可进入养老机构内独立区

域，进行 3 天隔离观察，其间经 2 次核

酸检测阴性（2 次核酸检测间隔超过

24 小时），方可进入生活区。

家属探视

养老机构家属探视采取预约方

式，探视人数、探视频次、探视路线、探

视区域由养老机构结合设施条件和接

待能力严格确定。 探视人员进入机构

时应进行手、鞋底和随带物品消毒，并

佩戴 N95 级别口罩， 由机构内专人陪

同在指定区域和路线活动， 遵守相关

防控要求。

探视人员原则上不进入生活区，

因特殊情况确需进入的， 须按照二级

防护要求落实相关防控要求。

家属递送物品须由工作人员消毒

后转交老年人，并做好记录。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不接触机构内住养老年人的工作人员

居住地所在街镇无中风险地区、

以及不属于流调涉及相关风险区域

的，凭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

养老机构。 相关工作人员应签署疫情

防控承诺书，做到住所和工作地“两点

一线”， 路途中落实个人防护措施，不

参加聚餐聚会，不出入人员密集场所。

接触机构内住养老年人的工作人员

养老机构可通过排班轮岗等方式

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进出， 尽可能减少

外出频次。 工作人员居住地所在街镇

无中风险地区、 以及不属于流调涉及

相关风险区域的， 其返回机构后在独

立区域进行 3 天隔离观察， 其间经 2

次核酸检测阴性（2 次核酸检测间隔超

过 24 小时），方可进入生活区。

各区民政局可结合本区实际情

况， 细化完善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具体

措施，老人或家属如有疑问，可咨询养

老机构或相关区民政局。

（综合自：上海发布、市民政局）

上海养老机构家属探视、出入管理有调整

本报讯 连续的高温天气，对身穿

防护服在户外工作的核酸采样员来说

是不小的考验。 近日，徐汇区枫林街道

将辖区内的核酸采样点全部更换成配

置空调的核酸采样亭，为盛夏时节始终

坚守岗位的采样员们送来阵阵清凉。

位于枫林街道各居民区里的核酸

采样点，原先都是位于户外，虽然有帐

篷遮挡阳光， 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采

样员一穿上厚厚的防护服，立刻汗如雨

下，即使有风扇、遮阳棚也无济于事。为

此，枫林街道为辖区内的所有采样点全

部配备了带有空调的核酸采样亭，向采

样志愿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徐汇苑小区，采样亭放置在小区

中心路边花坛前， 这里既不会妨碍车辆

进出，周边也能规划出多余的空地方便

居民排队等候。透过玻璃可以清楚看到，

采样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仅有顶

部的空调送来凉爽的清风， 紫外灯等消

杀设备也是一应俱全。清凉的环境里，还

配备了可以调节高度的座椅， 各类采样

用品、防疫物资也能就近归类存放。

走进清凉的采样亭， 担任采样员

的志愿者连连感叹：“舒服多了， 很凉

快。 也不用担心会不会中暑了。 ”

据了解，枫林街道辖区内共 38 个

核酸采样点， 目前都已经更换成核酸

采样亭陆续投入使用。

�记者 汪晓 蔡宇航

“六月黄”，你尝鲜了吗？

这口夏日“小鲜肉”已相继上市

�记者 刘辉

本报讯 上海徐房绿

化有限公司 6 月以来对辖

区内约 30 万平方米的绿

化做了地毯式的清理，逐

步解决居民区绿化杂乱生

长的情况。 经过一个多月

的修整， 辖区绿化中的野

草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

成。 随着上海进入汛期，未

雨绸缪，排查、清理隐患树

木的相关工作正在展开，

切实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努力将疫情对社区绿化的

影响降到最低， 还居民舒

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前几天连续的午后阵

雨让家住淮海中路 1251

弄的王阿伯有些战战兢

兢，担心家里漏水。很大一

部分原因就是紧挨着墙壁

生长的一棵大树。 王阿伯

居住的这栋房屋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旁

边一棵大树的枝丫已经遮住了窗户， 高耸

的树枝已经超过了屋顶。 除了日常采光受

影响， 最让王阿伯心烦的就是下雨时树叶

堵塞天沟让家里“倒泛水”，那就要吃苦头

了。为此，王阿伯赶紧向上海徐房绿化有限

公司进行了报修。“这棵大树有七八十年

了，越长越高，现在已经都超过了房顶，树

叶飘落下来，和灰尘等一起堆积在屋顶上，

容易堵塞天沟， 下雨天雨水就泛到房子里

去了，漏得一塌糊涂。 ”王阿伯说。

接到报修后，徐房绿化工作人员很快与

王阿伯取得了联系，约定了修剪时间。 工作

人员首先通过梯子攀爬上大树，用专业的修

剪工具对树木展开修剪，修剪的重点就是贴

近楼栋的部分枝干， 尤其是高过房屋的树

枝。 高温天气下，一丛丛遮挡居民窗户的枝

叶被工作人员一一修理，一旁一些已经枯败

的枝叶也被逐一清理。 之后，工作人员还对

修剪后遗落的残枝进行了处理。上海徐房绿

化有限公司养护事业部副主管陆晓明告诉

记者，这次的修剪一方面能够解决居民树枝

遮窗采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消除汛期树木

对居民的隐患。“上海汛期来临，一旦台风来

的话，之前已经靠在房屋上的树枝容易扫屋

面、扫瓦片，造成安全隐患，我们现在主要是

排除这方面的安全隐患。 ”

经过清理，绿化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修

剪后的大树让王阿伯再无后顾之忧。同时，

房屋内侧的小花园也在工作人员的清理中

恢复了往日的洁净优美。 住在底楼的居民

戚阿姨平时晚饭后总要去小花园走一走，

这次的修剪让她喜出望外，“前几个月，草

越长越高，现在把杂草清除了，我们的小花

园更漂亮了。 ”

上海进入汛期后， 徐房绿化将当前的

工作重点放在了居民区隐患树木的排查和

清理上，着重解决居民急难愁。“进入汛期，

我们将重点排查和清理居民区隐患树木，

每周跟进例行巡查，一旦发现隐患，立即着

手处理。 ”陆晓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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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农历六月，随着气温的逐渐攀

升， 除了来一块夏日甜蜜西瓜之外，老

餮们迷恋的还有那一口肉嫩膏黄的“六

月黄”。记者近日多方了解获悉，这款蟹

界“小鲜肉”已在申城上市，价格和往年

基本持平。 面对这一道时令美食，市民

想解馋，需要抓紧这短短一个月时间。

7 月 3 日早上 7 点半，记者来到宛

平路菜市场，在不长的巷子一边，商贩

们已经摆上了时下抢手货“六月黄”。

“这袋规格是 1 两 5 的，9 元一只。 ”店

家阿姨招呼顾客时介绍道，“我们这些

小螃蟹是来自无锡的。 ”再往巷子里走

两步， 记者发现了更多规格的“六月

黄”待售。“我家的蟹来自太湖水域，大

的 9 元一只，小点的只要 6 元一只。 ”

商户介绍价格时，也科普着蟹界“小鲜

肉”最妙的做法。“用它炒年糕、炒毛豆

很好吃的。 ”

记者了解到，“六月黄” 是夏季市

民餐桌上一道令人回味的时令美食。

俗话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六月

黄”因为壳薄、肉嫩、膏多、鲜甜，在江

南人的时令表里， 是夏季值得期待的

美味。 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沪上部分

菜场还在停业当中， 少了一些摊贩的

售卖， 市民想尝鲜可能需要多寻几家

店才能找到。

记者随后走访中山南二路、 双峰

路等几家路边临街水产商店看到，“六

月黄”都分门别类地摆在店门口，等待

着顾客购买挑选。“我们家种类比较齐

全， 最贵的 2 两以上的是 23 元一只，

10~17 元的也有。 ”做水产生意的女店

主告诉记者，“今年价格跟往年基本持

平，销量也非常不错。 ”

除了江苏等地进沪销售之外，令

上海市民期待的地产“六月黄”，也在 7

月前后相继上市。 据了解，松江黄浦江

水育成的地产“六月黄”，比其他种质

的规格要提升 50%以上， 也大大提升

了亩产附加值。 上海鱼跃水产专业合

作社相关负责人顾怡告诉记者：“我们

今年‘六月黄’ 估计可以上市两三万

只，并且大概持续一个月。 ”

相比线下比较难寻的情况， 线上

平台购买“六月黄”成为今夏高温经济

的主战场。 记者在多个时段查询多家

线上平台看到，1 只 60 克的“六月黄”

售价 10.8 元，4 只 60 克的鲜活“六月

黄”打折下来只需要 36.9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