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奉贤区古华医院门前，多位医务人员穿

戴齐备，严阵以待。作为 3个点位之一（古华医院是其
中最大一个，体检量约占 2/3），奉贤区“从业人员健康

体检”工作在这里正式拉开序幕，为避免返城高峰造成
体检人流大量聚集，即日起，奉贤区部分重点民生及抗

疫关键行业从业人员，可提前进行“健康证体检”，确保
这些行业尽快复工。

在医院体检通道门口，设有专门的引导标志与排

队区域，借鉴了之前金水苑登记口罩一米间隔排队的
举措，在地面上标出排队定位的标记。前来体检的人员

需要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和流行病学史问诊，并且
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与所在单位介绍信。此外，健康证

体检不向企业员工收取任何费用。

古华医院分管副院长汪洁表示，为了防止排队体
检人员聚集出现交叉感染，并且让关键民生及保障行

业的生产尽快得以恢复，决定在 2月 3日-10日提前
针对部分行业开放体检，其他行业的体检则暂时延后。

本次体检时间为上午 8时至 11时 30分、下午 1

时 30分至 4时 30分。为确保体检有序开展，区卫健委
与医院多次举行专题会议，两位主任带领体检中心 30

位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在特殊时期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提前体检第一天，前来体检的人员并不多，全天一

共只有 3人，且都是本地人。下午 2时，一位超市营业
员来到体检点位登记。她告诉记者，接到单位通知赶来

体检，单位缺人缺到不行，她也急着赶紧办好健康证投

入工作岗位。
汪洁表示，昨天来体检的人虽然不多，但起到了预

演作用，可以用来测试体检工作是否部署合理，根据第
一天的情况对接下来的工作进行调整。预计后续随着

外地务工人员逐渐返沪，办理健康证的体检需求也会
进入高峰期，特别是 10日以后会达到峰值，届时医院

将引导分流，避免人流大量集中对防疫工作造成压力。

本报记者 李一能

    “今天复工的企业里有没有事先没有报备的？”

“来上班的员工有没有途经疫区人员？”
“所有人都通过‘健康云’平台向街道报备过吗？表

格都填了吗？”
昨天上午 9时许，恒隆广场办公楼二期，南京西路

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的社工李峥与同事黄旻又一次
来到这里。除了带来当日的疫情防控工作提示，李峥重

点了解的是当日复工的 5家公司的人员情况。

写字楼入口处，物业设置了蛇形通道、体温测量登

记台并放置了自动感应消毒液。每一个进大厅的人都

要用消毒液洗手、测量体温，随后登记。保安戴着护目
镜和口罩，用两种额温计给每个人测温两次，取最高

值。“这些流程，都是我们事先与物业商定的。”李峥说。
除了出入口设置，原来的领取外卖点也从室内改

到了室外。电梯等重要部位的消毒情况，李峥和黄旻也
格外关注。据李峥透露，街道辖内所有办公楼都制定了

抗击疫情“一楼一方案”，这些方案非常细致，恒隆的这

份足足有 5页纸。
“最近每天工作 9到 10小时，到了家也基本上都

在接电话打电话，说实话是累得够呛。”李峥告诉记者，
她是街道党建服务中心的“标志性楼宇老师”。“所谓

‘标志性楼宇’，指的是‘梅泰恒’这种税收‘月亿楼’‘十

亿楼’。其实我真正当‘楼宇老师’才 7个月，没想到碰
上了这场硬仗。”

恒隆广场办公楼一二期加起来有四五百家企业，
每一家返工时间都要一一打电话去确认，每家企业返

沪人员情况也要一一排摸。昨天复工的是光大证券、俄

罗斯银行、新加坡航空、东方汇理银行等 5家单位。
在兴业太古汇，另一位“楼宇老师”朱剑锋做着同

样的事。“最近主要在做复工企业的劝说工作，劝大家
尽可能推迟复工。”嗓音嘶哑、说话只能轻声轻气的朱

剑锋告诉记者，很多企业是否复工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要向国外的总公司提出申请。“不过大家都很配合。目

前为止，办公楼里所有企业都暂不复工，但所有的准备
工作还是要紧锣密鼓地进行，有很多细节要考虑好。”

据朱剑锋介绍，针对员工复工后的吃饭问题，经和

物业商量，决定把每天吃午饭的 2小时分成 4个时段，
让大家按楼区错峰吃饭，减少人员密度。朱剑锋联合物

业方面还在与楼内企业协商，希望未来复工后每天采
取上班人员“AB角”形式，一半人在家上班，一半人到

岗上班，一段时间轮换一次，客观上也起到居家隔离的
作用。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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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停车证”管车辆“三色作战图”标动向
———直击返程潮里 的抗疫“守卫战”

    鄂牌车 7辆、沪牌车外地返回 18辆、其他外省市

车 196辆⋯⋯有着 1300多辆车的闵行区平吉三村居

委会（东苑半岛小区）直面一个问题：随着返程高峰到
来，如何从车辆管理入手，做好小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下午 3时，一辆从南京涟水回沪的车辆开进小区，
量体温、信息登记、汽车消毒、发放小区停车证，小区对

外地回沪车辆已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我们自制了两种
不同颜色的专用停车证。”据物业经理王士言介绍，车

辆进入小区后，保洁人员将对车辆内部进行消毒，“彩

色的停车证给在沪车辆，黑白的给回沪车辆，每张停车
证上都有领证时间，进出小区不只看脸，更主要的是看

停车证。”
东苑半岛小区面积 20万平方米，有 1252户人家，

1300多辆车。如今，制作的 1200张停车证，彩色的已
发放 624张，黑白的已发放 18张。所有持黑白停车证

的车辆，在规定时间内不允许出小区，只能等待取消隔
离后，才可到物业那里更换彩色停车证。

回沪人员进入小区后，居委会会上门登记信息，请

他们尽量配合居家隔离观察一段时间。“我们对非湖北
回来的居民，不会强求他们居家隔离，但希望他们尽量

不要出门，自己隔离观察一段时间。如需要帮助，居委
会的工作人员会上门帮忙。”平吉三村居委会党总支书

记马雪花说。
抗疫工作启动后，马雪花立即要求关闭小区边门，

只保留前后两个大门，并请志愿者轮班守好两个大门，

配合保安对进小区的外来人员及车辆登记、测量体温，
发现返沪人员立刻报送居委会。物业公司也加强了外

环境及垃圾房的清洁工作，不留死角。同时，一支由居
委会、物业、志愿者组成的小组，帮助居家隔离的居民

代买蔬菜食物、送快递外卖上门、代扔生活垃圾，切实
做好隔离人员的保障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马雪花说：“居家隔离的居民情绪稳定，其他居民
也都很配合，我们小区涌现出许多年轻的志愿者，为社

区联防联控注入新的力量。” 见习记者 叶晓雯

    “闲话千万条，道理就一条。尽量少出门，出门戴口

罩。防控一起来，春天就来到。”

“不信谣，不传谣，平安稳定最重要。”
一早，72岁的书法老师方瑜戴着口罩来到金泽镇

金溪居委会的会议室，大红纸头折一折，毛笔蘸上墨，
照着宣传页上的内容写起海报，这已是她写的第二批

“红海报”了。
志愿者不时走进会议室，拿上两张“红海报”，贴在

居委会宣传栏，以及辖区居民相对集中的区域内。

居委会辖区的街巷内，常常可以遇到手持大喇叭
巡逻的志愿者，几人一组。“居民同志们，大家少出门，

出门戴口罩，手要多洗洗，窗要多开开，不要跑亲戚，尽
量待家里。”用金泽本地方言录好的提示语，通过大喇

叭循环播放，高分贝的“喊话”，为的是让更多人听见。
1852户共 5427人，其中户籍人口 2733人、外地

来沪 2694人⋯⋯对于辖区内的人户情况，金溪居民区
党支部书记包伟民早已熟稔于心。“我们这里常住人口

湖北籍的有 47人，其中 39人回家过年了，8人留在上
海，目前 7人居家隔离，4人集中隔离，还有其他地方

陆续回沪的都被告知自行居家隔离。”

包伟民说，从大年三十开始，居委会工作人员就一
直没有休息过，外加 36位志愿者，24小时轮班巡逻。

为了更好地掌握辖区人员动向，镇人口办协管员也搬
到居委会办公，80%离沪人员都电话联系过。“主要是

告知目前疫情，劝他们尽量推迟回沪，降低风险。对于
准备回沪的，也通知他们回来后到居委会登记，配合量

体温并自行居家隔离。”

记者看到，辖区内只要是出租房，门上就会贴上一
张《出租房告知牌》，标明了出租户人员组成情况，已返

回、未返回、是否有湖北来沪人员的情况一目了然。贴
在一起的告知书上，明确告知住户，回沪后第一时间跟

居委会联系。

“我们辖区情况比较复杂，有居民、农民还有渔民。
在大丰圩区，位于大丰路上的唯一入村道口已经设卡，

村里组织人员 24小时值守，外来人员一律要求量体
温、登记。”包伟民说，面对返程高峰，每一个入口、每一

道防线都要守牢，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疫情传播。

本报记者 毛丽君

    “36.8?。好，下一个，36.5℃⋯⋯”

手机屏幕那一头，正居家隔离的老张举着额温枪
为家人一一测量体温。这一过程随着视频通话，实时呈

现在松江区九亭镇金吴居委会工作人员石欢华眼前。
“谢谢配合！大家都在正常范围内，我备注一下，明

天我会准时联系你们。”石欢华做好记录，又关照了几
句，随后拨通了下一个视频电话。

这是九亭镇社区工作者创新的工作方法———为居
家隔离人员“视频测温”，目前正在部分小区试点。“通

过视频连线，可以直观地看到对方测量体温的全过
程，确保数据准确有效，同时避免了与居家隔离人员

直接接触，这也是对基层工作者的一种保护。”石欢华
告诉记者。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九亭镇复地居委会。“体温计

麻烦拿高一些，对准摄像头，我好看清楚，谢谢！”昨天
上午，记者来到复地居委会时，工作人员陈佳忆正在

与居家隔离的居民阿娟视频连线。一开始阿娟家中没

有体温计，工作人员便将体温计和酒精棉片一起送

“货”上门。
“复地居委会所辖 3个小区共有 1165户，除去一

户已经解除隔离的，目前还有 6 户居民在居家隔离
中。”为了方便联系沟通，陈佳忆专门用工作手机申请

了一个微信号，点对点与他们加了好友，“这个手机原
本用于垃圾分类绿色账户，现在被临时征用，专门负责

与隔离人员联系，这样每天的工作记录也有迹可循。”

“这段时间居委会办公室就像电话局，每个人都是
接线员，一间屋子里同时有五六个电话在打，座机、手

机一起用。”九亭镇复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芳兰说，
做好宣传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开展地毯式排摸，目前已

进行到第四轮。“第一轮排摸辖区内所有重点区域人
员，第二轮排摸辖区内所有居民，第三轮主要针对外来

人员、租户等流动性强的人员，现在还在排查信息不全
的未知人员，会一直排查到信息确认为止。”

本报记者 杨洁

    黄俊是临港产业区公司园区服务部

的工作人员。上午 9时 30分，他走进公
司办公楼大厅，被一名戴着口罩与橡胶

手套的安保人员拦住。“您好，请测量下

体温，谢谢配合。”额温枪显示 36.4℃，体
温正常，接着他被带往前台进行实名登

记，这才进入大厦。
与往日的繁忙景象不同，除了手持

额温枪的保安和喷洒消毒水的保洁人
员，黄俊在大厦里几乎看不到其他员工。

“按市政府要求，我们公司是 2月 10日

复工，这几天大家都在家里办公。”黄俊
已在家连续加班多日，昨天到公司是为

了拿一份统计名单。

“节后返岗复工在即，目前已有不少

外省籍员工陆续抵沪，疫情防控正处于

关键时期。我们接到（临港）集团发出的
防疫工作紧急通知后，当天就在微信上

成立了疫情防控小组，从休假状态转入
应急工作状态。”黄俊告诉记者，公司各

主要业务部门结合在建项目、园区企业
和土地管理的工作特点已编制疫情防控

工作预案，同时在微信公众号上多次发

布疫情防控告知书，向园区所有入驻企
业传达防疫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开展摸

底调查和人员统计工作。
临港产业区位于上海东南角，是特

斯拉、上汽等明星企业集聚地，非沪籍

员工占比大，信息收集工作繁琐且不

易。黄俊说，园区内企业众多，员工们
春节返乡后分散在全国各地，逐一联

系、排摸登记成了难题。“我们通过微
信、电访、问卷等多种渠道，同时利用

各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联络平台，建立
了数据库。截至 1 月 31 日，归集到外

省市返沪人员 712 名，包括湖北返沪

人员 22名。”
完成初步统计只用了不到两天时

间，工作能够如此高效，离不开临港公租
房服务中心的配合。据上海临港创新经

济发展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冯佳庆
介绍，新元水岸庭社区有 1.2万余名住

户，近七成为非沪籍居民，“基本都是周

边企业的员工，这两天陆续从外地赶回，
准备复工”。

赵春鹤是临港公租房租赁中心的工
作人员，这两天她正忙着排查社区里的

返沪人员。“我们第一时间进行排摸、登
记，并通过电话了解情况，提前掌握了外

省返沪人员的动态信息。”赵春鹤说，“近

期我们还加强了保洁力度，使用医用酒
精、消毒液等消毒剂对小区内的入户大

堂、电梯、楼道、地下车库等公共区域定
时、定点消毒。外地返沪人员登记后需在

家自行隔离，身体无异常才能返工。”

本报记者 杨欢

    “请问是杜女士吗？我是怒二居民区的朱军，今天

打电话给您，就是想再问一下您返回上海的时间。”昨
天上午，普陀区长征镇怒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军，忙

不迭地给辖内 3个小区尚在外地的居民打电话。“人数

10个不到，但一个也不能放过啊。”朱军告诉记者，“像
杜女士准备 10日晚上回来，我就请她 11日上午来居

委会报备，并填写表格。”
怒二居民区共有 1404户人家，这段时间各家出入

上海的动向，朱军一清二楚。“除了上门和电话排查，我
们还依靠一幅‘三色作战图’，上面 1404户人家的‘动

态’全部标注，一目了然。”朱军介绍，自 1月 31日晚上
这张三色图绘好，他天天都要在三色图前“逗留”，并和

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在图上作业，随时更新。

记者注意到，“三色作战图”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贴

在墙上，第二部分贴在一块黑板上，图上标注着每户人
家的门牌号码，后面的格子里分别涂抹着相对应的颜

色圈圈。“绿色空心圈圈的最多，代表在上海，没有外
出；绿色实心圈圈表示房屋空关，无人居住；红色空心

圈圈代表准备回来的，回沪后就要把它画成蓝色空心
圈圈，表明这户人家已经回到小区，需要在家隔离观察

14天。”朱军在图上边指点边介绍。
看着这些圈圈，记者感觉，这个居委会俨然成了小

区“抗疫司令部”，怎么打赢社区联防联控仗，“知己知

彼”是必要前提。所有人的辛苦与付出，都是为了同一
个目标：坚守抗疫防线，确保居民安康。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抗抗疫疫 在社区

    春节假期结束，申城正在迎来返程高峰。宣传、排查、追踪、
预演……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如何强化落实前期行之有效的措
施，优化工作机制，织密防护网络，守住安全底线？昨天，记者兵分几
路，走进社区、楼宇、医院、产业园，直击返程潮里的抗疫“守卫战”。

严控 自制专用停车证 出入看证再看脸

宣传 红海报加大喇叭 一进辖区就明了

隔离 视频测温免接触 四轮排摸地毯式

追踪 绘就“三色作战图” 居民动向全标注

指导 手握一楼一方案 “楼宇老师”排摸忙

预演 重点行业复工早 提前体检防聚集

排查 非沪员工占比大 建立防疫数据库

■ 九亭镇社区通过视频连线居家隔离家庭，实时监测并记录体温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金泽镇金溪居委会用土话喇叭广播，并贴红海报宣传防疫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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