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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轉隔離 江浙徵6萬客房
轉運前須持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8類特殊人員不轉運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中新社及記者 劉凝哲、倪夢

璟 北京、上海報道）根據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統一

部署，江蘇、浙江緊急為上海抗擊新冠疫情期間相關

隔離人員提供房源，總量為6萬間。房源均為符合國家疫情防控規範的酒店等居住場

所，用於上海已確診的新冠肺炎陽性感染者的密接人員隔離。跨省轉運人員出發前須持

有24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轉運車輛實行全程閉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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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輪篩查安排措施
一 、4月1日至5日期間有陽性感染者的居民小區

（單位、場所），將作為重點地區，實施一次
核酸篩查，主要採用10合1採樣檢測。

二、4月1日至5日期間沒有陽性感染者的居民小區
（單位、場所），開展一次抗原檢測。如抗原檢
測結果為陽性，需進行單人單管核酸採樣覆核。

三、快遞外賣等從事城市服務保障且尚在流動中的人
員，在屬地實施一次核酸篩查，採用單人單管採
樣檢測。

四、之前核酸檢測陽性但正在落實轉運的，不列入此
次核酸和抗原檢測範圍。

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上海疫情防控形勢嚴峻複
雜，城市戰疫面臨攻堅考驗。新鴻基、太古、太
地、恒隆等多家港企，紛紛向上海捐助數百萬元不
等的資金，用於助力保障城市物資供應、防疫一線
人員慰問等用途，援助上海抗擊本輪新冠疫情。
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宣布，新

鴻基地產及郭氏家族向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捐贈3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全力支持上海抗擊疫
情，助力保障城市物資供應。太古（中國）與太
古地產，亦聯手向上海醫藥衞生發展基金會緊急
捐款200萬元，用於慰問上海市衞健委、靜安區
衞健委以及瑞金醫院一線防控人員，及支持上海
市醫藥衞生事業發展。

此外，恒隆地產昨亦宣布透過「恒隆抗疫基金
2.0」加碼捐資300萬元，積極支援受疫情影響嚴
重的內地城市，為社區民眾提供防疫及生活物
資。當中包括向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捐贈200萬
元，用於定向支持上海市靜安區及徐匯區抗擊疫
情。
據了解，「恒隆抗疫基金」自2020年首次成立
以來，已捐款逾2,000萬元，聚焦為內地及香港
急切的抗疫項目及最受影響的社群提供支援，
當中包括2020年捐資600萬元助建武漢雷神山醫
院、年初捐資港幣600萬元資助港府「方艙醫
院」營運，並向前線抗疫人員、基層家庭及獨居
長者等提供防疫及生活物資。

港企踴躍捐款援滬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奧密克戎仍在全球肆虐，
新型變異株XE又引發各界關注。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
尊友表示，中國已關注並密切追蹤
XE毒株在傳播流行範圍、傳染
性、致病性等方面研究進展。他表
示，新冠病毒變異是持續發生的常
見事件，中國對於出現新變異毒株
是有準備的。
吳尊友表示，無論新冠病毒怎
麼變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
離、早治療這「四早」措施，廣

泛的疫苗接種，以及公眾採取的
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風、保持
社交距離等個人防護措施，都能
有效地控制疫情。中國專家還密
切關注診斷試劑能否繼續適用新
的變異毒株進行實驗室診斷；現
有的疫苗是否能夠預防新變異毒
株的感染、預防重症和死亡方面
的效果等。
針對備受關注的方艙醫院問題，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王貴強表示，根據《方艙醫院設置
管理規範》，方艙醫院收治標準主

要是收治有生活自理能力的60歲
以下的無急性發作的基礎病和精
神疾病的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型病
例。方艙醫院要配備一定比例的
醫務人員、醫療檢測設備、搶救
藥品和氧氣，保證方艙醫院能夠
進行基本的病情監測和治療，以
及病情變化時能夠及時轉診。在
方艙醫院的診療要求方面，有重
症高風險的輕型病例，建議使用
藥物治療，尤其是抗病毒治療。
一般輕症病人可用對症支持治
療，包括中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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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
莉 杭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
者從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新聞
發布會上獲悉，面對散發疫情
對跨省運輸的影響，浙江省已
對外建立省際協調溝通機制，
以保障重點物資運送。該機制
與上海、江蘇、安徽等省市同
步建立了會商機制，重點進行
長三角區域各省市工作協同，
確保政策同步，實現省際間
「通行證」互認互通，及時解
決跨省貨物運輸中存在的問題
和應對突發的情況。
據悉，浙江省已對貨車司

機實行閉環管理，從事運輸業
務需有健康碼、行程碼和有效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浙江省交
通運輸廳副廳長胡嘉臨說：
「原則上對來自中高風險地區的車輛落實『點
對點』運輸，途中減少停靠，盡量避免與外界
接觸，降低感染風險。在高速公路出入口、普
通國省道等主要物流通道進行查驗，酌情開展
抗原或核酸採樣，符合要求的，快速放行，確
保通行效率，不符合要求的按相應防控政策管
理。」

儲備運力應對突發情況
胡嘉臨表示，「為應對全省疫情防控局部管

控造成的區域性企業運力緊張等問題，我們統
籌全省運輸車輛資源，儲備了900餘輛應急運
力，一旦有突發情況或緊急運輸任務，可進行
全省調配。」與此同時，為確保往返中高風險
地區的民生、醫療和生產資料等重點物資運
輸，浙江省已實行「通行證」制度，並統一了

全省疫情防控重點物資運輸車輛的通行證樣
式，由屬地進行審核發放，保障重點物資運輸
車輛「出得去、回得來」。截至4月5日，浙江
已發放通行證2,374張。

跨省司乘需雙檢測
浙江省衞健委副主任孫黎明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近一個多月以來，浙江省發生的本土聚
集性疫情感染者中，超過九成是由省外輸入直
接引起的。其中跨省流動的大貨車司機等相關
從業人員為高風險人群。下一步浙江將加強經
鐵路、高速公路、國道、幹道及鄉村道路等跨
省交通入浙人員的排查管控，嚴格落實對省外
入浙貨車、自駕車司乘人員的「抗原＋核酸雙
檢測」措施，做到所有入浙人員信息登記無遺
漏、風險管控全覆蓋。

國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6日表示，上海
市疫情處於高峰期，累計報告感染者超過9萬

例，發生較多的社區傳播，並外溢到多省多市，防
控形勢非常嚴峻。官方強調，要繼續堅持「動態清
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快字當頭，加緊推進重
點地區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
治。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表示，各地要加強
隔離點和方艙醫院儲備，提升規模性疫情處置能
力，並千方百計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

上海染疫者迄今逾9萬
6日，上海根據此前第一輪檢測情況，安排進行
新一輪檢測（詳見附表）。根據公布的數據，截止
到6日，上海本輪疫情的感染者累計超過9萬例，
目前，上海本地收治床位達4.77萬張，尚有3萬多
張即將投入使用。
另據中新社報道，根據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統一
部署，江蘇、浙江將於近日緊急為上海抗擊新冠疫
情期間相關隔離人員提供6萬間隔離房。官方表
示，自4日首批人員轉運以來，目前上海市16個區
已陸續開展轉運工作。此次江浙提供的隔離房源，
用於上海市已確診的新冠肺炎陽性患者(包括無症
狀感染者)的密接人員。江蘇、浙江兩地提供的房
源均為符合國家疫情防控規範的酒店等居住場所，
目前已籌措並提供的房源均已按隔離點管理標準完
成各項準備工作，並按要求配備醫護、保潔及相關
工作人員，確保管理和服務到位。
目前，江蘇已籌措並提供1.6萬間，分別位於南

京、無錫、揚州、常州、蘇州、鎮江、泰州、鹽
城；浙江已籌措並提供2.1萬間，分別位於杭州、
寧波、台州、紹興、金華、湖州。剩餘房源將於近
日籌措完成。

老弱病孕留滬隔離
上海市明確所有跨省轉運人員(包括待轉運密接

人員、駕駛員、隨車工作人員等)，出發前持有24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轉運車輛實行全程閉環
管理，車上人員全程按照轉運市縣要求做好個人防
護。所有跨省轉運人員，須集中隔離14天。老年
人、未成年人、孕產婦、行動不便的、患有基礎性
疾病、精神病等不適宜跨省轉運集中隔離的8類特
殊人員，不在跨省轉運名單內，由上海本地妥善落
實集中隔離場所，保障好基本生活。據此間官方表
示，下一步，上海市各區將進一步加大運輸資源調
配力度，根據上海市密接隔離人員日結日清的工作
要求，充分使用好江浙支援房源。

隔離人員已陸續入住
「3日開始，陸續有隔離人員向杭州等地酒店轉

運，我們接到通知後負責安排車輛、人員。」上
海青浦區趙巷鎮一名負責轉運的工作人員6日表
示。在杭州，有酒店從4日起，已經陸續接待從
上海轉運的密接、次密接人員。杭州千島湖開元
龍庭酒店負責人也表示，酒店3日接到作為隔離
場所的通知，迅速進行消殺、培訓、人員安排、
物資準備等，隔離人員4日、5日陸續入住，目前
274個客房已基本滿員，「此前我們酒店是預備隔
離場所，已經過多次培訓和演練，所以能迅速反
應，在24小時內落實到位。」據報道，該酒店已
經接待相關人員200餘名。千島湖另一家酒店負
責人6日也向澎湃新聞表示，4日起陸續接到由上
海轉運的密接、次密接人員百餘人，「據我所
知，千島湖多家酒店這幾天都在為上海有關人員
提供隔離場所。」

上海封控持續，保障人民生活物
資成為重中之重。4月6日，在上
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
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劉敏表示，生
活物資保供確實面臨着一些困難，
特別是終端運力不足導致配送不及

時。截至發稿，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上海部分
被封控小區仍面臨物資已運抵，但尚未派發現象。
有人稱看到物資已送抵街道，但街道轄區內部分小
區尚未等來補給。

有寶山地區的居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反映，明明
已經看到寫有「抗疫物資」的卡車滿載貨物駛進所
屬街道，但等到第二日仍未等來物資的派發。詢問
小區居委會及志願者，均答覆尚未接到物資派送通
知。

人力不足物資難派送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物資配送不及時的

小區，大多面臨運力不足窘境。就上述社區情
況而言，該社區擁有9,000多位居民，大量志願
者及居委會工作人員被抽調協助核酸檢測，僅
有的兩名留守志願者，每日幫忙派送居民自行
購買、且已由外賣騎手投放到小區大門口的物
資，尚且不及，更別說進行卸車、登記和物資
發放等組織工作。

為解決運力難題，上海不少居民也自發投入
到物資派發的隊伍中去。昨日香港文匯報記者
了解到，浦東川沙新鎮一個社區內，有食品物
資和藥物的派發工作。這些物資先按樓棟分
發，然後由樓棟內幾名居民做好防護後再在本
樓內進行分發。其他一些社區的居委會也會發

動樓組長參與這樣的派發。充分調動居民力量，保
障小區內的物資終端運力。

官方已建保供體系
劉敏在昨日的發布會上坦言，目前上海生活物資

保供確實面臨着一些困難，比如跨省物流受到疫情
影響不夠通暢，終端運力不足導致配送不及時，最
大困難是如何送到每家每戶。對於如何解決運力及
配送環節難題，劉敏表示，上海正在各方的支持
下，努力打通堵點，解決難點，想方設法保障好疫
情期間市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一方面，暢通物
流、做好貨源組織。在國家部委的協調下，在兄弟
省市的支持下，上海集中力量打通跨省物流節點，
保障生活保供物資能夠順利送達上海。同時依託第
三方城市配送物流企業，積極支持各區建立集採集
配、街道領運分撥、居委社區直送到點的三級聯動
保供體系。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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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保供物資運抵上海某街道，但至昨日晚間仍
有小區未獲派發。 網上圖片

◆長三角啟動疫下跨省貨車通行證互認制度。圖為交警對跨省貨車
進行查驗。 受訪者供圖

◆為應對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上海正將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改建成又一座方艙醫院，建成後有望提供4萬張床位。
圖為4月5日，工人在國家會展中心內作業。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