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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摸信息上墙 绳子吊菜上楼防控 36计抗疫
社区

    近一个月内是否去过武汉、近一个月内

是否去过湖北、近一个月内是否有武汉人员
来沪⋯⋯为了全面具体且连贯可持续地掌握

村民相关信息，更好做实疫情防控工作，金山
区亭林镇金门村制定了《金门村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工作（家庭）一户一档（信息排摸
表）》（以下简称“排摸表”）下发至每家每户，

每日滚动排摸。

这种创新的排查模式，不仅第一时间掌

握了村民的身体情况，更营造了全民团结对

抗疫情的氛围。通过此工作制度，已为 753户
家庭建立一户一档，接收到信息员上报近期

外地来沪人员十余人，其中无湖北或武汉来
沪人员，维稳小组成员接收到信息后逐一上

门排查，目前未发现疫情。
在一户一档信息排摸的基础上，该村对

关键性因素严加排查，对有外来租赁史的房

东已进行了重点宣传，经过一户一档信息排

摸，掌握了 41户具有外来租赁史的房东，召

集信息员挨家挨户上门对房东进行宣传，给
房东发放《金门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租赁户告知书》，鼓励房东主动与租户联
系，在警报解除前不要回沪，提高房东的自

我防护意识，同时在每日的一户一档信息
排查过程中密切关注房东的家庭人数，严

控疫情。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下发信息表每日滚动排摸疫情
第
三
计 一户一档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深入，部分居家隔

离人员的生活垃圾及普通家庭的废弃一次性
医用口罩、消毒棉等污染物明显增多。这些

“污染物”究竟是如何运输和处理的？有没有
二次污染的可能？

1月 31日上午 8时 30分，在金山区张
堰镇富民居民区，隔离垃圾专用的清运车辆

已经来到垃圾箱房。两个贴有“一次性口罩投

放点”“隔离垃圾投放点”标识的垃圾桶，被放

在了醒目位置。

垃圾清运过程中，工作人员穿上防护服、
戴上防护帽等防护设备，在收取前及收取后

分别对专用收集容器进行了全方位消毒。每
到一个收集点，工作人员都会详细记录该点

的收集时间及收集桶数。
清运人员李师傅表示，记录的目的有三

个，一是便于每日收集总量的统计；二是万一

出现特殊情况，可以反向追踪，为疫情排查提

供线索；三是便于清运部门及镇绿容所的监

督管理。
在收集完所有点位的居家隔离生活垃圾

后，清运车直接开往位于海金路的生活垃圾
焚烧厂，通过绿色通道，专车运输的生活垃圾

采取在固定卸料口，优先进行卸料，最后统一
焚烧，并由焚烧厂工作人员对倾倒后的车辆

实施消毒。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宋丹萍

错峰清运统一焚烧防止二次污染
第
五
计

专桶专运

    针对近期返程高峰的巨大压力，普陀区

曹杨新村街道加大力量投入、升级防控措施、
布密防控网络，确保全覆盖、无死角、零遗漏。

目前，每个居民区都按要求设置“疫情防控作
战指挥墙”，将所有小区、楼道、住户信息上

墙，将排查情况按照“湖北（武汉）来沪”“其他
外省市来沪”“在外地未返沪”“正常未离沪”

“多次联系未果”“空关”等 6类进行分色管

理，做到一目了然，实现挂图作战。

各居民区在前期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完

善几项措施：把好出入口，落实所有小区只有
1个出入口的防控要求，完成 53个小区、80

个出入口的封闭。在所有出入口醒目位置张
贴告示，按照最低“1+1”（即 1个物业保安，1

个志愿者）完成人员配备，实现所有外牌车
辆、外地返沪人员以及外来陌生车辆、外来陌

生人员的全部询问、登记。同步完善居家医学

观察人员、外地回沪人员信息登记表及观察

情况登记表；信息全张贴，完成小区 1583个

楼道、64个出入口“告居民书”“致全体曹杨
居民的一封信”的全覆盖张贴，并依托广播、

官微、微信群等进行广而告之，确保所有居民
知晓。在所有居家医学观察人员居住的楼道

内，张贴温馨提示，公布每天消毒、测量体温、
垃圾收集的情况，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既确

保居民的知情权，也让居民更加安心。

本报记者 江跃中

设置“疫情防控指挥墙”一目了然
第
七
计

挂图作战

    “是小李吗？”“对的，我们刚从湖北回

来。”“好的，小李，请稍等一下。”刚从湖北
自驾回沪的小李一家，车子刚一开进位于

金山区廊下镇的住地，就遇到了一路“追踪”
他们行程并已在小区门口等着他们的村委工

作人员。
事情还要从廊下镇万春村村委会委员张

小军接到的一通电话说起。

“小张啊，我到张堰镇这边了，打算下高
速，大概还有 5分钟到万春苑。”1月 29日晚

上 8时，张小军接到来自黄盖湖镇小李的电

话，得知其马上抵沪，马上向村党总支书记沈

健康报告。而此时的沈健康已经和三名保安
在小区等待多时。原来回来的一路上，小李

和小张一直保持通话，时刻报备已经到达的
站点。

沈健康得到消息第一时间来到小区门
口，并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威医生对

小李一家测量体温，在明确体温正常后，沈健

康与陈医生以及保安队长一起护送他们回到
自己的住处。在住处，还与小李签约了《居家

隔离观察承诺书》和登记具体信息，并叮嘱他

们不要外出，有什么困难和村委会讲。

“书记，谢谢你们，我们已经自己备好了
40斤蔬菜，打算这几天都好好在家待着不外

出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小李从湖北回
来之前就做好了“家里蹲”的准备。小李的女

儿今年四年级，就读于廊下小学，回来之前他
们也和学校主动取得联系，廊下小学校长朱

保良掌握情况后，与沈健康第一时间联系，双

方都及时向镇相关部门汇报情况，形成了一
个联防联治的防控网络。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戈晓莉

村干部千里“追踪”湖北回沪人员
第
九
计

防患未然

    这不是段子，是真实的故事。今年最网红

的“年货”是什么？有“准毛脚女婿”第一次上
门，孝敬“准丈母娘”的是当下最抢手的口罩。

在浦东高行镇的社区里，这样的故事也
真实发生着。“殷阿姨，过年了，我们来看看你

们，这是门口好药师药房免费赠送的口罩。现
在疫情还比较紧张，尽量不要出门，如果一定

要出门请别忘了戴好口罩。”“谢谢你们。你

看，厨房间还有缪主任昨天送来的新鲜蔬菜
呢！真是太感谢了，我们这种独居老人给你们

添麻烦了⋯⋯”
大年初六一早，高行镇森兰尚城居民区

书记陈杰带着居委干部上门给社区特需家庭

送口罩、蔬菜、日用品，同时再宣传一下疫情

防控知识。这样的工作，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
近 10天。

自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后，森兰尚城始

终按照户籍信息、出行信息、物业信息，很快就
排摸出重点地区来沪或者接触居民，但有居民

提出居家隔离期间的买菜、垃圾分类等问题，
还有居民提出口罩购买难、排队购买时间长、

人员聚集是否会增加感染概率等问题⋯⋯为
此，居委会立刻召开会议，商议对策。

依托开展 2年多的“红色引擎工程”，居
民区党组织立即发动“红色细胞”党员志愿者

成立突击队、发动“红色朋友圈”调动社区资

源、联系“红色物业”提高服务质量。疫情阻击

战打响以来，志愿者们为小区特需家庭送菜
上门，物业定时对楼道消毒，配合专门机构收

运居家隔离家庭生活垃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看到小区居民排队

聚集买口罩的情景，居民区党组织想起，小区
启帆路上的好药师药房是“1+5+X”联建共建

单位；当即与药房负责人联系，是否可以将口

罩给到居委，由居委送到居民手中。这样既减
少了居民，特别是老人们的排队等候时间，又

可减少大家外出和聚集感染风险。于是就有
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启动“红色朋友圈”精准发放口罩
第
二
计 送货上门

    一盒动物小饼干，礼物，就它了！淮海路

上第二食品店，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茂名社
区党总支书记庞展红眼前一亮。

特别的礼物，送给小欢（化名）。
1月 30日，14天隔离观察结束，10岁的

美籍小朋友小欢，活蹦乱跳。这个春节，他在上
海交到了好朋友。好朋友叫“大白”。“大白”不

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庞展红书记、社区医

生于楠姐姐，还有社工哥哥。隔离在家观察的

14天里，因为有“大白”，小欢一点也不孤单。

1月 16日，小欢从武汉来到上海外婆
家。“这以后的 14天，如果没发病，隔离观察

就好解除了。”第一次上门时，“大白”告诉小
欢外婆。小欢见到穿白大褂的社区医生，怯生

生地躲在外婆身后。小朋友害怕，家人也焦
急。外婆说：“小孩子怕孤单，最怕人们会像避

瘟疫一般躲着他！”很快，小欢发现自己想错

了。“大白”天天打电话慰问，问身体好不好，

问有什么需要。大年初五迎财神，小欢家收到

了一份“爱心水果”。小区里，冷不丁看到全副
武装的“大白”，邻居们难免吃一惊。要让大家

放心，“大白”还特地联系小欢的邻居们，消除
了“恐慌”。

1月 30日，隔离期结束了，一切正常！拿
什么纪念一下呢？庞展红精心选了礼物，让这

位美国籍的小朋友感受到上海社区大家庭的

温暖。 首席记者 姚丽萍

“暖心包”送给解除隔离的小朋友
第
一
计

安抚人心

    “有了这个软件，疫情排摸工作变得更高

效了！”松江区小昆山镇社区服务中心数据统
计员徐鸣欣告诉记者。1月 29日上午，该中

心新上线了一款疫情上报软件，不仅能够方
便工作人员汇总一户一档居民排摸信息、来

沪人员信息等，还能实时追踪排摸情况。
打开软件页面可以看到，分类栏里包括

填报日期、上报单位、总户数、排摸户数、外地

来沪人员等类别，各个栏目下方的对应数据
信息整齐排列。在汇总信息表格中，重点防疫

区域来沪人员的身份、性别、年龄、住所、返沪

日期、来自具体城市、返沪情况等信息清晰罗

列。只要输入关键词，便可查询湖北来松人员
的体温情况、监测时间、经办人等具体数据。

徐鸣欣说，自 1月 23日起，小昆山镇就
在居民区、商圈、工业区等启动了双向排摸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软件设计者是小昆山镇
文化活动中心主任夏文斌，他是镇里的技术

能手，以前也帮助开发过一些网格信息软件，

平时为人特别热心。在一线排摸人员人手紧
张、手工统计工作量大又容易出错的情况下，

夏文斌接到了镇社区服务中心要求设计一款

疫情数据统计软件的任务。

“再困难也要在第二天上午交出来。”从
28日下午开始，夏文斌就坐在电脑前，一直

测试到次日凌晨。这款软件上线后，很快得到
了疫情排摸一线工作人员的好评。

“我们是在跟疫情赛跑，要争分夺秒，采
取网络直报的方式，更有利于疫情排摸实现

全覆盖。”夏文斌说。

目前，小昆山镇有 14个居村在使用这款
软件。夏文斌正在尝试着手制作全区版本。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丁艺婕

松江技术达人设计疫情上报软件
第
十
计 统计神器

    前天，一张杨浦区闸殷路一小区居委会

张贴告示的图片在网上流传，该小区居民在
南京与湖北籍妹妹聚餐后返沪，前天被确诊

为杨浦区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心。昨

晚 7时 30分，在小区青年社区联谊会主席小
刘的倡议下，小区四五十名居民在网上做了

一件特殊的事情：网络亲子课堂首次开课，近

期将发动青年社区联谊会的年轻业主们，利
用各自特长为闷在家中的孩子们上各种趣味

课程，让社区的氛围更加安定祥和。

小刘说，自己是上理工教师，小区里的业

主 60%以上都是年轻人，有很多亲子活动的
需求和资源。他自己就是一位 3岁孩子的父

亲，所以，在看到小区居民为身边出现杨浦区
首例患者而担忧的时候，他想到了在开展社

区消毒等工作以外，可以为亲子家庭做一件
特别的事情：开通网络亲子课堂。这也是用大

家的正能量来为小区“正名”。

通过与青年社区联谊会的几位委员沟
通，大家先是在社区微信群里发布了消息，邀

请大家每晚 7时 30分入群上课。昨晚第一

课，中福会少年宫美术高级教师赵老师为孩

子们带来了一堂 10分钟的“炫彩棒技法”课
程。课程十分受欢迎，还有网友私信表示“还

没过瘾”，于是，赵老师又为大家“附赠”一个
折纸游戏。短短的课程时间结束了，微信群里

的交流却仍在继续，有的晒出了绘画作品，有
的继续提问请教，赵老师也耐心地回复指导。

课程排片表如今成了大家的“收藏品”，

预约申请不断，“趣味数学”“动漫画”“表演与
主持”“趣味素描”“儿童舞动”等课程让大家

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孙云

年轻业主为孩子们送上趣味课程
第
八
计 网络授课

    如何满足被隔离居民和困难群众的日常

所需？为有效防控疫情，静安区的基层工作者
们想出了妙招———用绳子传递物资。居民从

楼上抛下绳子，志愿者将刚采摘的蔬菜和补
给物资，系在绳子上“送货上门”。

华山路 303弄的景观菜园是景华居民区
的四个党支部和网格共建单位认领，产出的

蔬菜平时供应给辖区内的困难群众。

静安区巨鹿路某弄，有一户居民从武汉

回来，目前正在接受居家医学观察，为了解决
该居民的生活需求，居委会书记和党员志愿

者下地摘菜并送菜上门。这位居民住的是老
式里弄，为了减少隔离人员和其他居民的接

触，居委会想出了妙招，居民从楼上抛下一根
绳子，将补给物资“调运”上楼。工作人员还不

忘提醒她一定要戴上口罩，如果有什么困难，

及时反映。

同样位于静安区的另一个菜园的蔬菜也
已经成熟。南京西路街道紧急抽调了多名志

愿者前去嘉里不夜城的“屋顶菜园”帮助采
摘。“屋顶菜园”是嘉里建设的一个公益项目，

产出的蔬菜平时主要送给周围上班的环卫工

们。这次采摘的蔬菜将送给孤寡老人和困难

群众。 本报记者 胡彦珣

新鲜蔬菜“调运”上楼补给送上门
第
六
计

土味电梯

    前方来报，有鄂牌车辆出没！在严峻的疫

情前，严格控制重点区域人员和车辆管理是
重要一环，也是社区居民关心的普遍问题。浦

东浦兴路街道通过不断升级车辆管理等，防
范疫情，也让居民安心放心。

大年初三，中大居民区书记李秀勤收到
一条私信，小区一位党员拍了一张停在小区

里鄂牌车辆的照片，并表示担忧。她立刻安排

专人对辖区所有鄂牌车辆再次排摸，务必搞
清楚车主相关信息，特别是近期出行信息。摸

清情况后，将车辆信息在小区内告示。

想到这一招的不止他们一家。1月 30日

晚 9时 18分，手机铃声响起，还在忙碌的银
桥居民区书记史守黎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儿。全国抗疫非常时期，铃声就是冲锋号！
“小区里发现鄂牌车辆，物业为什么放他

们进来，他们是不是从疫区来？”类似的疑问
和电话投诉，这几天居委干部已接到多起。

其实，自疫情发生以来，针对小区鄂牌车

的情况，居委物业早已排摸清楚，大门口贴过
告示，对当面提出疑惑的居民也解释过多次，

但还会接到投诉，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史守黎立刻在小区微信工作群里提出疑

问，和大家一起商量对策。为保证居民能在第
一时间了解该车信息，最后想出在车辆显眼

部位贴上一张告示语的办法，大家觉得可行。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物业前台工作

人员打印提示语：“本车是小区居民的车，近
期未去过湖北，请不要投诉！”车管员和鄂牌

车主取得联系，跟他们说明情况，请把提示语

贴在车辆显眼处，车主连声说这主意好：“有
这个提示语，安心多了。”一张提示卡片，解决

了一个现实的难题。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鄂牌车辆贴上提示语为居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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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消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