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闵行区顾戴路上的上海市

南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顾戴路基地
严格排摸后，已实行“一进一出”方式

对员工分流测温；对外来的人和物，
则采取了“专室”“专处”等方式。

基地一个大门入口处，已用帐篷
搭出了两个访客室，每个长宽都达到

了 3米。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两个访

客室系新近设立，由基地内各单位统
筹、预约使用。使用时，物业安排专人

登记、测温，并按“一访客一消毒”原
则，每次使用后须立即消毒。

“疫情防控期间，严格控制外来

人员、物品、车辆进入，如无必要一律

不准入内。”该基地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因特殊情况需进入厂区的外来
人员（含内部及协作单位），均须在门

卫处签订复工健康承诺书、佩戴口
罩、测体温、消毒，配合测温人员填写登

记表、身份证实名登记及联系方式，并
介绍有无湖北进出史、湖北人员接触

史、离沪史和发热、咳嗽、呼吸不畅等

症状，登记情况需详细可追溯。

防控期间，员工个人生活快递一律
不得送至公司，工作快递需消毒后由

本人至门卫处当场拆封，物业设置带

盖的固定回收桶，回收处置快递包装。
本报记者 罗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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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层楼面不超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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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家汇街道虹二小区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老式小区，小区共有
992户居民，其中出租户大约 400户，

占小区总户数的 50%。为守护家园，徐
汇区虹二小区推出了“看家护院”的

“六必”措施：
一是必设。小区出入口必须设置

“来访人员登记处”，值守人员必须从

门岗内移至室外，登记处应做到“四个
一”：张贴一张《疫情防控告示》，放置

一张登记桌，放置一本来访人员登记
簿，配备一台红外体温测试仪。

二是必测。对于进入小区的所有
人员，包括车内人员、小区业主等，必

须仔细询问情况、测量体温。

三是必登。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

特别是携带行李的，必须现场扫描二
维码，做好人员信息的线上登记。重点

关注身份证号码与来源地是否一致，
发放《来沪探亲访友告知书》卡片。

四是必报。发现从湖北返沪或途
经湖北返沪的人员、体温异常人员必

须立即上报居委会。

五是必知。物业公司对上岗值守
人员必须进行应知应会培训，熟练掌

握使用体温测试仪。

六是必拦。快递员和外卖小哥必

须阻拦，一律不准进小区。小区门口设
置快递集中收取点，由居民自行提取。

通讯员 褚琳月 本报记者 徐驰

    猪排、酸菜鱼、梅干菜烧肉⋯⋯每

份均价 30至 40元，包含了一大荤、两
个蔬菜、一个配菜和 300克米饭。上午

11时，50份午餐从小南国张江店配送
出发，即将送到周边企业员工的手中。

肯德基、必胜客、麦当劳等西式快餐则
纷纷推出了无接触配送、无接触取餐

服务。顾客如果到店选购，可以用手机

或者自助点餐机点餐，然后我们会打
包并封口放在取餐处，顾客自行取餐

即可，全程都没有人员接触。

复工后怎么用餐最安全？上海市
餐饮烹饪协会日前组织全市 80家餐

企共有 1724家门店为此开辟“编外食

堂”，提供集中送餐上门服务。其中，既
有肯德基、必胜客、麦当劳、汉堡王等

西式快餐，也有小南国、圆苑、唐宫、绍
兴饭店等社会饭店，还有德兴馆、沈大

成、大壶春、鲜得来等老字号小吃，掌

柜的店、耶里夏丽、我家酸菜鱼、麻省
理功等特色餐饮也在其中。从餐厅地

址、联系人电话到起订份数，都一一列
清，方便企事业单位和餐饮企业对接。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金培华表示，为了完善服务，协会还

制定了《上海市供餐外送服务企业服

务公约》，规定供餐应控制批次和数
量，即一个门店单餐向同一对象供应

不超过 200人份，不得超负荷生产供
应，不得发包给第三方。供餐企业只能

采用盒饭套餐，不能出现桶饭形式。
一份份盒饭集中配送到了企业，

建议大家分开用餐。“公司员工可以在
自己的工位上用餐，或者分批到茶水

间用餐，用餐时不说话，确保安全。”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上海企业正式复工，面对可能出

现的人群聚集，企业如何规划？面对大
量从外地返沪的人员，企业如何防控？

闵行区吴泾各园区、企业自有“妙招”。
燎申智城南部科创产业园施行

“白名单”入园制度。各家企业提前提
交了入园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车牌

号，由园区管理方每日更新“白名单”。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10日‘白名单’上
共有 709名员工，未在‘白名单’上者，

一律不允许入园。”
10日 8时，陆续有员工入园。由园

区安保、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小分队，

牢牢守住入园门槛。一位负责登记的

工作人员耐心对每一位入园人员解
释：“每个人都要登记身份证、测量体

温、核对‘白名单’信息，才可以入园，
这是为大家的健康考虑，耽误大家一

点时间希望大家理解、配合。”
园区工作人员在制定“白名单”

时，会了解每一位员工春节期间的动

态轨迹，对于湖北及重点关注地区的
来沪人员，严格确保其居家隔离 14天

无异常后，方可进入“白名单”。
森马集团要求湖北省及 14 个重

点关注地区人员暂不复工。同时，疫情

期间，取消班车，减少人员聚集情况。

无私家车人员可实行远程办公，大面
积减少了企业实际到岗的复工人数。

值得一提的是，森马集团在疫情
防控期间，员工餐厅只提供打包服务。

要求员工打包餐食后，回到宿舍或工
位用餐。对于不得不在餐厅用餐者，森

马将餐厅内的部分桌椅暂时撤出，将

桌椅间距拉大，并且保证一张桌子只
留一侧椅子，引导分散就餐。在取餐区

域，每隔一米都贴上了警示线，要求取
餐时人与人之间必须间隔一米。

本报记者 鲁哲

    “36.8℃，正常。”“过一下消毒通

道，双手打开，转 3圈⋯⋯”
2月 10日上午，位于嘉定区的上

海城运制版有限公司入口处出现了一
条白色通道。它由企业员工利用厂区

设备自制而成，在薄膜通道内，消毒液
经过稀释后，通过 2台加湿器释放独

立空间内，起到临时消毒作用。员工通
过简易消毒通道才能进入厂区。

该企业在复工之前做了详尽的工
作计划和安排，成立疫情防控小组，制

定了完整防疫措施及应急预案，并配

备了至少 1个月的防疫物资，同时还

设置单独宿舍隔离区和专门的安全

员，对在岗员工每天 4次体温检测，生

产区域每日消毒，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

松江区九亭镇的上海高科技久富

经济开发区也使出了大功率“重型武
器”，为重点企业复工保驾护航。

在永大电梯厂区的办公区域，记

者见到了全新的喷洒消毒工具，这个
大家伙和日常见到的液体喷洒不同，

粗壮的喷筒能够塞进一个成年男性的

拳头，每次可装载 16升消毒液，启动

的 20分钟内，可对标高 3 米左右的
1000平方米空间消毒，效率大大提高。

提供这项服务的上海禹鸿冠品科
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喷洒的

消毒液也是公司刚研发完成的新产
品，气味小、消毒能力强、副作用小。

“这款消毒液的基础是国外牙科诊所

使用的口腔消毒水，我们就是希望用
食品级的消毒措施，让大家在安全更

安心的环境下办公。”

本报记者 杨洁

    所有楼宇内复工的企业，必须保

证每个员工的工位之间留有 3米以
上的距离，每层楼面的员工数不超过

20人。这是市北高新园区对复工企
业提出的要求。

占地面积 3.31平方公里市北高
新园区，现有 149栋办公楼宇、72个

出入口，在园区办公的企业总数逾千

家，员工达 5万人。经审核，首批有
104家具有疫情应急处置预案、疫情

防控物资配备齐全、防疫措施严格到
位的园区企业可复工，复工人员总数

达 4000余人。企业复工之前，园区就
已封闭了部分道路、设置了 139个测

温点，确保进入园区办公的每一家企
业员工必须进行全覆盖、无疏漏的体

温测量。此外，园区还对所有办公室

楼宇的大堂、消防通道、停车场、垃圾

房等公共区域进行每日 2次以上的
消毒防疫，并对 220部电梯、332个

洗手间、门把手、楼道扶手等重点楼
宇设施进行了消毒。

为应对上班早高峰，新园区重新
规划了人员进出动线，在进入园区的

人行通道前，增设了鞋底消毒区域、
预留了缓冲区域，使得排队的人群

可以拉开间隔，尽可能减少人群集
聚。园区还在高峰时间段人员进出

密集的市北云立方、市北智汇园设
置了红外测温仪。它占地很小，与通

道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一旦经过者

的体温超过 37.3℃，这台设备就会发
出报警声。

本报记者 江跃中 特约通讯员 顾武

    2月 10日，黄浦区南东街道辖

区内约有 1700 家企业全面复工。
复工潮来了，社区防疫更要有章

法，南京东路街道拿出的办法是“六
个一”———“一街一网”“一楼一档”

“一日一报”。
“一街一网”就是街道联合专业

力量防控。“一楼一档”就是楼宇企

业包干联系制度。“一日一报”就是
楼宇企业疫情日报制度。

迄今，南东街道辖区不少企业

自觉推迟了复工时间，鼓励员工错峰

返沪、分批返岗，同时加强防护物资
储备，应对复工后抗疫需求。其中，全

球国际货运、美世咨询采用远程会议
功能，鼓励员工在家办公、网上沟通；

康宝莱推迟复工时间，通过各种渠道
帮助职工寻找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

品；科技京城内的赛格电子市场将开

市时间延后至 2月 18日，引导各商
户尽可能待疫情缓解后再开业。

首席记者 姚丽萍

    在潍坊新村街道辖区内，62 幢

商务楼、1647 家企业复工、15721 人
陆续复工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楼

宇党组织亮出“组合拳”、织密“防疫
网”，在井然有序中守护着每个人的

安全与健康。
上午 8时，商务楼里党群服务站

的志愿者们准时上岗了。电梯门口的

地面上，每隔 1米都贴上了标记，在
志愿者的引导下，原先常常扎堆的人

群，排出了简约式的“北欧风”。而 6

层以下的员工则在有序的疏导中，迈

开了腿拾级而上。

嘉兴大厦是全国“支部建在楼
上”的首幢商务楼，红色物业联盟“楼

宇议事会”平台发出了“错岗上班、轮
流到岗、远程办公、居家上班”的倡

议，大楼内 30多家企业积极响应，全
楼 50%员工居家上班，上班的 50%

员工中又有 50%错峰上班。

而在陆家嘴商务广场内，回楼宇
上班的人数，从 2300 人下降到了

700人以下。

本报记者 王军

逢漏必补 通行证一周三次升级

    昨晚，在嘉定区安亭瑞仕华庭小

区入口处，保安人员认真核对进入
小区人员出示的《业主通行证》和身

份证。
一周前，该小区物业实行通行证

管理办法，车辆出门前需办理通行
证，进入小区需验核通行证和身份

证。同时，对于不同人员发放不同颜

色的通行证，蓝色为常住居民，黄色

为小区租客，红色为曾去过外省市人

员、需居家隔离。车牌号、姓名、手机
号码、去向、测温、出门时间、归来时

间，通行证详细记录着业主每天出门
的行动轨迹。措施推出一天就发现了

不足，每辆车一张通行证，有些车内
的乘客单独返回小区时，无法出示通

行证。第二天，他们立即补“漏洞”，实

行一人一证。今天开始，该小区再次

升级措施，一般情况下，小区居民不

得在夜间 23时至凌晨 5时出入。
为避免病毒交叉传播，《业主通

行证》均现场制作打印，由物业工作

人员佩戴手套操作、发放；居民进入

小区后，物业人员回收通行证，对其
喷洒消毒水消毒，晾干后交由居委会

登记、保管。

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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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小区就能买到新鲜蔬菜，

真的是省了很大的麻烦。”昨天傍晚
5时，普陀区真如镇街道真光新村第

七居民区的居民张先生，来到小区门
口提走了一袋蔬菜。他说，“我现在也

不想出门，更不想去人多的超市、菜
市场买菜，居委会特别贴心，帮我们

解决了买菜难问题。”

这个居民区有居民 1535 户，常
住人口 4300人左右，其中外来人口

700多人。对居委会提出的让返沪人
员主动居家隔离、居民减少外出的要

求，居民们相当配合，但问题也随之

而来，比如买菜就是一个难题。虽然
有社工帮隔离居民代买，但随着人数

的上升，实在是“供不应求”。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龚顺美突然

想到，小区里有户居民在隔壁菜市场
经营蔬菜摊，何不让他们一家给小区

居民送菜呢？

“没问题，卖给邻居也是卖。这时
候，我们一家能给邻居提供帮助，很

荣幸的。”蔬菜摊的小周老板当场同
意，免费把菜送到小区门口，并保证

价格和市场价一样。他连夜回去通过

小程序将自家的蔬菜上线，生成二维
码发给龚顺美。2月 7日，微信小程

序买菜正式上线，上新的第一天，就
有 25位居民通过二维码下单。

龚顺美也在朋友圈宣传推广这
个买菜方法。小程序上线 3天以来，

居民们纷纷添加，称赞这个方法解决

了他们买菜问题，现在根本不用去菜
场买菜，还能吃到新鲜的蔬菜，亲朋

好友都很羡慕。

通讯员 陈丽雯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叮咚，您有一条新微信⋯⋯”

“@楼长，早上买的蔬菜收到了，很新
鲜！最近隔离在家，谢谢你们居委社

工帮我们买菜和倒垃圾。”“@1701号
片长：今日更新，18号从三层到十层

一切正常；603室未回复我，我上门
去了几次家里都没人；902、1002 室

出租，其余都为自住。”“@东方居民
区党总支，我是 1701号片长，今日片

区内 322户居民情况正常，5位楼长
上报排摸总计有效户数 15家，16号

楼的 902室上门重点排查，无任何异

常情况。”

在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由党组

织、党员、志愿者骨干、居民群众组成
的“楼组包干群”“片区包干群”“守望

家园群”逐渐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战
“疫”中的“新型武器”。

这个“新型武器”有多强大？记者
了解到，具体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个

个人的防控信息，经 1400多个“楼

长”、138位片长，收集汇总给居民区
党总支后第一时间报送街道联防联

控办公室，这就是塘桥街道 23个居
民区建立楼组分片包干后的防控工

作常态。同时，街道联防联控办公室

将疫情防控工作提示、通知要求等，

通过这个渠道“反向”快速、精准传递
给塘桥的千家万户。

以纵向贯通、横向覆盖、内部打
通、党员牵头，联接街道、居民区、楼

栋、家庭的“四级”疫情防控网络，通
过“划片包干”的形式，很大程度解决

了工作量大、信息不通畅的难题。“守

望家园群”可以将防控知识、要求、通
知等及时传递到塘桥的每家每户，以

“不见面、不接触”的方式将防控工作
延伸到居民“屋里向”。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复工潮已来，面对大量从外地返沪的人员，如何防控？面对可能
出现的人群聚集，如何规划？各方责任主体“八仙过海”，为整座城市
保驾护航。

住宅社区，绝大部分实现了“封闭式管理”，防控延伸到居民“屋
里向”；街道楼宇，出入口管理升级新措施，“一楼一档”摸清健康“底
数”；企业园区，同样严防死守，“消毒通道”“重型武器”齐上阵……

这些实招妙招，有雷霆之势，有智慧之治，也有温暖之情。亮出
“组合拳”、织密“防疫网”，只为共同守护上海平安有序。

    疫情当前，很多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拐点何时来？

恐怕，急不得。

昨天下午举行的上海市政府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吴凡表示，现在说

拐点到来还为时过早。 她还有个非常及时的提醒：“千万不能麻痹大

意，千万不能心存侥幸，千万不能放松措施。 ”

2月 7日，钟南山院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现在看起来，新

增病例没有继续明显增高，这是个好事。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拐点就来了

呢？ 言之过早。 ”

专家的话，可能是给人浇了一盆“冷水”。 大家“闷”了这么多天，急切

期盼着拐点到来的好消息。 但这是一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冷水”，也

只有讲科学讲规律、实事求是地面对疫情，才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既不

松懈大意，也不过度慌张。

企业在逐渐复工中，疫情防控也绝对不能放松。有的企业进一步延迟复工，

有的尽量远程办公，都是各尽所能，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当然，不可能所有企

业都延迟复工或远程办公，这就需要加强防护保障，落实好各项责任。 不少企业

对职工进出、就餐，楼宇消毒、空调设置等方面都做出了细致规定，一定要在实

践中坚持。 需要隔离的职工，务必做好隔离，不要急于上班，企业也要加强管理。

而对个人来说，依然要做好防护，时刻不能放松，尤其是需出门上班的市民。

社区是广大市民的共同家园，更要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地做好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出入证一证一人严禁“跟车”、神奇毯喷雾机齐上阵、“近水楼台”解决居民

买菜难……本报今天刊发“抗疫 36计”，就有很多来自社区一线的实招、妙招。

拐点何时到？不能急。进一步说，即使拐点已经到来，只要疫情还未过去，大家

就不能松劲。 坚持才能胜利。

帐篷搭出访客室
快递当场回收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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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奉贤区南桥镇有许多开放式小

区，常年处于无人看守的状态，成为
防疫工作的死角。为了堵住隐患，从

昨天起，南桥镇将在数天内完成所有
开放小区的“全封闭”。

昨天中午，在南桥镇江海新村，
无人把守的小区出入口已经由工人

安装了护栏实现临时封闭，等工程全

部完成后，小区将结束“四通八达”的
现状，留少数出入口转为封闭式专人

管理。南桥镇江海第一居民区党支部

书记吴卫群告诉记者，全开放小区人

车通行无阻，外来人口登记只能靠数
十位干部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调查，

耗费大量人力。为了将疫情堵在社区
外，南桥镇紧急启动了封闭小区工

程。在向居民发放了意见征询书后，

反馈出奇一致，完全支持这一工程，
排除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麻烦。

南桥镇现有开放式小区 17 个。
因为都是老旧小区，长期以来都是敞

开式管理，每幢房子周围都有出入

口，最多的一个小区解放一区要有接

近 20个出入口。近日，南桥镇根据路
网结构，按大片区实施小区封闭，在

不影响小区居民的停车和进出的情
况下尽可能实施封闭。开放式小区封

闭后将在每个大路的出入口设置集
装箱，小路口设置岗亭，为区域内车

辆发放临时停车证，区域外车辆一律
不准进入，各小区物业将安排工作人

员落实 24小时执勤。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杨珺

    今天一早，在位于浦东新区北蔡

镇的地杰国际城 F街坊入口处，工作
人员顾忠华手持蓝色喷壶，对着小区

入口闸机前的一块方格地毯喷洒消
毒水。2月 7日，得知鞋底也可能携

带细菌，物业第一时间推出新措施，
将小区工程处施工使用的一块地毯

放在人行道闸机口，喷洒消毒水。
“消毒地毯要浸湿鞋底，但又不

能出水太多，微微出水即可。”顾忠华

一边喷消毒水，一边用鞋底踩地毯边

缘，查看地毯含水量。这块神奇地毯
也吸引了部分驾车业主的好奇心。有

驾车业主将车辆暂停在一侧，踩一踩
神奇地毯，擦干净鞋底，再进小区。

小区门口转一圈，就能给外套消
毒？这两天，居住在闵行区都市路

2088弄的居民发现，小区门口多了一

个临时帐篷，不时有烟雾飘出⋯⋯原
来，小区物业人员看见部分居民穿着

雨衣出门，得知他们担心衣物携带病

毒，在第一时间采购了两台水烟雾
机，搭建了临时喷雾消毒帐篷。

两台水烟雾机一高一低，错落放
置。需要消毒人员进入帐篷内，按一

下开关，被稀释的消毒水瞬时从机器

出口处轻轻飘出。“在机器前转一圈，
我就不担心外套携带细菌了。”“尝

鲜”的业主王华笑呵呵地说道。
本报记者 杨玉红

    位于长宁路上的兆丰广场办公

楼，利用热成像测温仪等防范疫情，获
得了入驻企业好评。“在这里上班有一

种比家里还安全的感觉。”
“这台测温仪相比目前普遍使用

的额温枪，至少快 3秒。仪器测量精度
高，达到正负 0.3度。此外非接触式测

温大大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昨天上午，高灵敏度的测温仪两
次发出报警声。第一次是一位白领拿

着刚买的茶叶蛋进入测试区。第二次
是另一位骑摩托车上班的白领，刚摘

下头盔，测量结果是 37.3℃。等他休息
5分钟再测才通过检查。

物业方还在大堂用围栏设置了等

候区、测温区、出口区等三个区域。在
电梯等候区，安排两位保安维持秩序，

每部电梯每次最多只允许进入 8 人。
电梯内贴着温馨提示，提醒乘坐电梯

人员勿脱下口罩，尽量避免在电梯内

交流攀谈。 见习记者 庄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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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员工动态轨迹 制定入园“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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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贤区南桥镇江海新村在小区的开放路段进行封闭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