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 2月 25日，沿街商铺开业 302家，复

工企业均承诺 4个百分百：即上岗人员 100%

戴口罩、100%测量体温、100%健康登记、人员

密集场所和重点区域 100%消毒，全覆盖、不遗
漏。”这是记者昨天从静安区临汾路街道获得

的一组数据，该街道接近一半沿街商铺已复工。

外卖使用“食安封签”

临汾街面小店较为松散，流动性大，街道
线上平台在“民情日志+一店一档”信息系统的

基础上，研发了“智慧临小二”商户版，通过扫

码注册，商户可线上完成每日员工体温上报，
避免交叉传染。同时，通过手机三大运营商的

近期轨迹核查，对商户在岗员工的身份信息、
回沪记录、健康状况做到应知尽知。通过“一码

通”，同步落实从业人员持绿色随申码上岗。
而在线下，街道科室、市场监管、派出所、街

道社工实地督促复工店铺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向沿街店铺发放防疫宣传资料，并设立咨询
热线等。新旺美食林餐饮企业获得复工许可，

在市场监管和街区书记的指导下，经理俞迎春
认真自查了店内的经营情况，权衡许久最终决

定不做堂食，只提供外卖，专设窗口并使用“食
安封签”密封盛放。对进店员工和顾客都要求

测量体温、佩戴口罩，并做好人员进出台账登
记，店内食材的保鲜、冷冻、冷藏环节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执行，降低各类风险。第一天复工外
卖 50单、第二天 75单⋯⋯小店经营日趋正常。

每日一次“飞行检查”

临汾路街道辖区面积 2.12平方公里，有 724

家沿街商铺，90%以上为沿街小店小铺，小店经

济与民生保障的关系在这个社区尤为紧密。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在保障防疫措施落实到

位的基础上，联合市场监管、派出所、城管等职能
部门，以保障居民生活便利为先，综合评估企业

防疫措施、用工情况、环境卫生、客流密度等方
面，实行分级分类指导：一方面，对菜场、超市、生

鲜连锁店、水果店等直接关系民生刚需的生活零
售业商户，做好全力保障；另一方面，将传统餐

饮、美容美发、银行证券、房产中介、宠物商店等

既关乎百姓日常生活，又容易造成人员集聚或流
动的行业商户列为重点，指导好防疫的情况下复

工复业，对人员返沪轨迹、体温体征进行准确排
摸和掌握。提倡餐饮企业预约制、建立美发门店

限制人流等稳控机制，对居民消费需求相对较高
的商家，每日进行一次“飞行检查”。

保障物资助力招工
为保证单位和企业有序、安全复工，街道提

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保德路菜场、华联吉买盛

超市营业中防疫物资不足，街道调配额温枪、酒
精等提供物资保障；艾享酒店是小型快捷旅馆，

每天进出客人较多，店内恰巧有湖北孝感客人
正在隔离观察期，酒店经理向小企业联合党支

部求助，急需防疫口罩。支部书记熊建平联系药

房、街道，共筹集 200多个一次性防护口罩，解
了燃眉之急。

街道志愿者服务中心还启动“时间银行”线
上服务平台，引入符合复工要求的实体商家，成

为线上志愿礼遇项目的供应商，为社区店家复
工复业提升精气神。工会与服务办共同携手静

安区“春风行动”周周线上招聘会，助力企业招
工用工；商会企业引入区、街道法务、社保等政

策资源，为防疫期间企业劳资关系和谐处理提

供咨询与服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多语种翻译让防疫“一看就懂”
既有硬核防控又有暖心服务，外籍人士在上海生活安心有序

    员工每小时测温一次，理发师每小

时预约一名顾客⋯⋯最近，巴黎春天塘
桥店 3楼一家理发店的店长陈冬为自己

增加了很多案头工作：定时记录理发师
体温，为顾客建立到访小档案。

一客一消毒
“请问您有提前预约吗？4位理发师

工作时间段均已预约满。”昨天中午，看

着一位母亲带着 5 岁儿子走近理发店，
陈冬提醒抗疫期间理发店只接待提前预

约的顾客。
“减少陌生人交叉接触的机会，理发

师需通过电话或微信提前预约，每小时

只接待一名顾客，每个时段全店最多接
待 4名顾客。”陈冬笑道，开门营业前夕，

他们参加了理发店升级版“一客一消毒”
培训：每个美发座位服务面积大于 2.5平

方米，座椅间距超过 1.5米；每小时为一
个服务时段，男顾客洗剪吹约半小时，女

顾客洗剪吹大概 40分钟，空余出的时间
就是消毒、通风时间。刚为顾客理好发的

陈冬随手拿起一只白色喷壶对着电推、
梳子、围兜喷酒精，并对桌椅、理发区喷

洒消毒水。
做完店内消毒，陈冬走到柜台前，记

录上一位顾客的离开时间。他拿着两本
文件夹对照整理，一本是理发师提前预

约信息，另一本是他特意为顾客建立的
到访小档案。“我和同事会记录每位顾客

的姓名、体温、出入时间等。”陈冬介绍，

防疫期间，他们特意放慢了工作节奏，每

一单都会留下书面记录，方便精准追溯。

特殊的沉默
下午 1时许，陈冬走到店门口，等待

下一个时段的预约客人。

看见商场扶梯方向出现一名女青年，
陈冬热情地挥手：“刚下夜班？今天还是剪

超短波波头发型吗？”原来，这名女青年是
仁济医院医生王萍（化名），交接工作后，

特意来抽空剪短头发。

随着剪刀、电推上下翻飞，梳子撩起
的断发丝丝落下⋯⋯和往日相比，陈冬在

工作时突然变得沉默了。不一会，一款显
得干练又精神的超短波波头发型呈现在

眼前。工作完毕，陈冬解释道：“为了减少

可能存在的隐患，防疫期间，我们有特别
规定，不和顾客聊天。”
“父母在湖北生活还好吗？”“多久出

门买一次菜？”离开前，王萍突然问道。原
来，陈冬是湖北孝感人，原计划春节回孝

感和父母团聚，疫情暴发后选择留在上
海。提起身在湖北的父母，他说：“我们每

天都会视频聊天。他们在老家居家隔离，
看电视、吃春节前囤的零食，每天会收到

专人运送的新鲜蔬菜，生活都很好。”
最近，身处上海的陈冬也感受到很多

温暖，收到一名男顾客赠送的 50只一次
性医用口罩。“开门营业，坚守岗位，我希

望通过自己的手艺服务更多市民，传递温
暖。”陈冬补充道。 本报记者 杨玉红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近半沿街商铺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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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抗疫疫 在社区

没有预约不接待
只管理发不聊天

■ 韩籍志愿者朴昌柱（右一）架沟通桥梁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小区为返沪外籍居民提供行李箱消毒服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到

了许多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到
了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外籍人士。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目前生活在上海
的外籍人士有 20多万人，常住外籍人士基数

大、涉外企业数量多、境内外往来频繁，种种
因素给上海防控疫情增加了难度。如何在做

好外籍人士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的同时，将“上

海的温情”传递给外国友人，成了一道亟待破
解的考题。

四语宣传不松懈
地处闵行、徐汇与长宁交界的虹桥镇，面

积不大，却有约 3万名境外人士登记在册。近

期，海外疫情快速发展，上海部分小区其实早
已“未雨绸缪”。“像名都城、锦绣江南、井亭苑、

万源新城等小区，在疫情初期就将入沪信息登
记表翻译成英语、日语、韩语版。”虹桥镇宣传

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镇里要求外籍人士做

“一人一表”登记时，大部分人都相当配合。
虹桥镇不断加大宣传力度，近 500条中

英韩日四语横幅正逐步投放到镇内各个小
区，清晰明了地宣传健康防护知识，同时再次

强调回沪人员需做好信息登记。此外，张贴在
小区入口处的大幅宣传海报、慰问信、健康贴

士小折页等均为中英韩日四语版本，积极引
导外籍人士配合防疫工作。

今起，居委会干部、卫生院工作人员还将
与翻译志愿者一起，对已经登记过信息的外

籍人士一一上门再次核对信息。若外籍人士
未居家隔离满 14天，会请他签署承诺书。这

份承诺书由闵行区请专人作多语种翻译，今
天将正式投入使用。

针对虹泉路、紫藤路、老外街等近年来夜

市经济比较兴旺的区域，虹桥镇加大了夜间

巡查力度。“现在我们规定餐厅不能提供堂
食，公安、城管中队、市场监督管理所等部门

联合执法，如果碰到外籍人士要在餐厅内吃
饭，会劝解他外带回家，减少人群聚集。”

排摸照拂不停歇
“最近，我们也接到不少居民打来的电

话，想了解居委会对外籍人士进出小区有什

么管理措施，或是遇到外籍人士不戴口罩等
情况，在语言沟通有障碍的情况下，该怎么提

醒他们⋯⋯”近期下沉到虹桥镇锦绣江南小
区的党员突击队队员说。

锦绣江南小区宛如一个小小联合国，在

这里生活着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近 3000名外国友

人，约占小区居民总数的四成。“我们提供了
多种语言的返沪人员信息登记表。”居委会书

记陈晴花说，在上门走访摸排时，如果遇到语

言沟通障碍，居委会干部会拿出翻译好的资

料供对方阅读，“资料上写明需要外籍居民做
些什么和怎么做，比如如何居家隔离、如何自

我健康管理、如何登录健康云等。志愿者还制
作了外语版如何登录健康云的电子笔记，每

一个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把笔记发在
微信群，让外籍居民都能了解这些信息。”

疫情需要精准防控，后勤保障也必须跟

上。“有十几户外籍居民回到小区后，主动居
家隔离，对此我们相当鼓励。”陈晴花表示，这

些居民的快递、外卖接收和生活垃圾清运，都
是居委会与物业必须保障好的。

上海高效贴心的防疫措施，也让不少外
籍人士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前几天，有

一名英国籍居民打电话给居委会，表示自己发
烧了，很担心。居委会马上派人陪他去医院就

诊，检查后发现只是感冒。在我们的建议下，他
也主动居家隔离。后来这名英国人还写了一

封信，感谢居委会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服务。”

志愿服务不含糊
“请稍等，可以给你们的行李消毒吗？”保

安询问拖着行李准备进入锦绣江南小区的 4

名外籍人士。看他们似乎没有听懂，一旁的韩
籍志愿者朴昌柱迎了上去，这 4人恰巧是刚

从首尔回沪的韩国人。居委会干部递上一份
宣传折页，其中一名韩国人表示，这些信息已

从微信群里了解了，会认真遵守执行。

他们所说的微信群便是朴昌柱组建的
锦绣江南社区及风度国际社区韩国友人防

疫工作宣传群，目前一群已满 500 人，二群
也有 221人。一批批志愿者用语言搭建起社

区与外籍居民沟通的桥梁。“居委会有什么
事情就告诉我，我在群里用韩语发布政策和

通知。”朴昌柱说，隔壁小区觉得建立外籍人
士防疫工作宣传微信群的点子特别好，也跃

跃欲试。
本报记者 黄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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