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输入，上海严阵以待。
从 3月 6日起，上海市 16 个区驻点人员进驻浦东、虹桥两大机场，

24小时不间断值守。同时，全市 200 多个街道，5000 多个居村委，
一同加入抗疫防输入。
从机场到小区，从落地到隔离，全程闭环式管理———守一道

关，护一座城———再一次考验了上海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准，
那些战斗在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再一次用专业和赤诚，
向世界展现了上海的城市品格。

守住“闭环”重要一环，社区在行动

    3月 8日上午，增田先生从日

本返沪，回到位于长宁区新泾镇天
山星城的家，此时小区门口的社区

工作者已经为他准备好居家隔离
流程的日文说明书。填写完信息

后，社区工作者还请他扫二维码后
进入小区“居家隔离微信群”，方便

提供专项服务。他说：如果没有中

国政府这样严格的举措，疫情肯定
是控制不住的，从疫情开始，我就

看到上海政府的各项措施，早日战
胜疫情，我很有信心。

类似增田先生的情况，天山星
城不在少数。小区外籍居民占到总

户数的 15%。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刘华带领全体社区工作者，连续一

周日夜守候在小区，等候回家的外
籍居民。最让刘华担心的，还是尚

未回家的他们，社区工作者多方联
系物业、中介、楼组长、邻居等了解

不在沪的外籍人员动态。

新泾镇通过每日工作提示规

范有关途经重点国家返沪人员防
疫管理工作流程，普遍落实了宣

传多语种“随申码”、发放多语种

《防疫友情提示卡》、装备多语种
健康观察“语音 15问”、进小区多

语种提示、求助在线口译志愿者
等举措。

3月 10日晚 10时，绿八居民
区党支部书记刘观锡，在小区门口

等候即将从机场抵达的外籍母子

三人。他事先已求助儿子帮着翻译
了英语对话。当他顺利将他们送达

家门口后，递上了事先准备的两个
套成双层的黄色防疫专用垃圾袋，

袋上写有“每天 17：15前，请将垃
圾放置其中”。他连口语带比划，把

居家隔离事项交代清楚，互加微信
后才离开。

回到家，他不放心，又喊来儿
子帮忙，在微信里设置了翻译语

种，立刻开启了与这位外籍居民的
聊天模式。第二天 17时 15分，负

责垃圾收取的物业人员发现门口
果然放着垃圾袋。刘观锡笑了，通

过微信翻译和翻译 APP，成功做到

了沟通无障碍。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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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3日一大早，两位居民心急

火燎地跑进杨浦区江浦路街道又一村
居委会，找到党总支书记袁斌晖报信

说：“书记，我们刚看到小区里有个没
见过的老外在花园那边，而且没戴口

罩！不知道什么情况？”一听说小区里
有没戴口罩的陌生外国人出现，袁斌

晖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一边去物业

调取视频监控记录，一边通过种种线
索找到了这名外籍人士的住址。然而，

找上门去之后，居委干部和外籍人士
说的都是“散装英语”，难以交流，怎么

办？幸好，江浦路街道志愿服务中心马
上出动，在多个志愿者群里发布招募

俄语翻译志愿者信息，仅仅一小时后，
就有复旦大学俄语系的两名学生举手

报名，通过远程翻译，帮助居委干部摸
清情况，又成功说服外籍人士承诺今

后会戴口罩出门。一场虚惊解除，居民
们都放了心。

其实，为了开展防输入的社区
管理，又一村居委已经在居民中招

募了英语翻译志愿者，可是，居委干
部敲开门才知道，这位外籍人士基

本不会说中文，英文也不太会讲。向

隔壁邻居打听了一圈才知道，原来
这位男士来自乌克兰，名叫杰尼斯，

母语是俄语。

为难之中，袁斌晖想到江浦路街
道志愿服务中心正通过街道官微寻找

多语种翻译志愿者，不如求助一下试
试看。社区的需求就是“哨声”，志愿服

务中心接到求助后，马上在专门为此
次社区防控成立的几个翻译志愿者微

信群、社区大学生志愿者微信群等多
个渠道中发出招募信息。仅仅一个多

小时之后，复旦大学俄语系学生张子
彤、魏昕玥就报了名。

翻译有了，怎样上门做工作才能
达到最好效果呢？考虑到防控需要和

外籍人士的特殊性，志愿服务中心、又
一村居委干部和志愿者反复推敲，演

练了整个上门流程，假想了可能会发
生的多种情况，制定了详细的方案，最

终决定由居委干部上门，请杰尼斯通
过视频与翻译志愿者沟通。

时隔几个小时，居委干部又来敲
门了，打开门时，杰尼斯还一脸迷惑，

不明就里。工作人员用简单的英文告

诉他，会用手机视频连线两位精通俄

语的大学生，借助实时翻译和他交流。
杰尼斯接过手机，说母语让他放松了

很多，与志愿者聊天一般地介绍着自
己的情况，详细到来沪日期、之前的行

程等。原来，他在 3月 2日就已经到达
上海，上午出门倒垃圾忘了戴口罩。听

到志愿者的及时翻译，大家都松了一

口气。接着，居委干部又请志愿者用俄
语告诉杰尼斯，虽然他不需要居家隔

离，可以正常工作，仍建议减少外出活
动，不去人员密集场所，每天测体温、

戴口罩，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杰尼斯通

过志愿者向居委干部们和大家道歉
说，自己出门时的确是放松了警惕，没

有戴口罩，给邻居们造成了紧张，之后
出门一定会牢记戴口罩，“保护大家，

也是保护我自己”。
据悉，类似案例在杨浦的基层社

区并非个例。为了进一步细化社区防

控管理，延吉新村街道等多个街道都
广泛发动社区资源，特别是联络辖区

内高校和党建联建高校等单位，发动
掌握英语、日语、韩语等国语言的大

学生加入志愿者队伍，江浦路街道等

还编制了细到每小时一班的值班表。
在区里的资源支持下，各街道还印制

了包括英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
波斯语和俄语等 6 个语种的告知书，

基本覆盖重点国家涉及的语种，确保
社区防控没有空白点。

本报记者 孙云

    “我们要求必须确保比大巴

提前到小区门口。”从 3月 6日接
到第一张“任务单”开始，青浦区

徐泾镇的三支“应急小分队”就被
“激活”了。

为了做好境外返徐人员从机
场到社区的无缝对接，徐泾镇成立

了由镇武装部、社发办、应急办、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网格化中心、社保
大队组成的“工作专班”，并建立包

括联动团队、医务团队、居村团队在
内的三支“应急分队”，24小时值

班。一旦接到两大机场的“任务派
单”，“应急分队”值班人员迅速集

结，确保在入境人员抵达小区之前，
赶到其所在的小区门口待命。

“联动团队 18名队员，6人一
班，两班三轮转，每班 12个小时。6

个人分三组，两人一组循环接单。
另外我们还有 8位志愿者，主要负

责提供外语翻译服务。在接到入境
人员信息后，我们会马上联系医务

团队和居村团队值班人员，视情况
安排志愿者，穿好防护服，专车接

上医护人员，赶往相应小区。”徐泾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杨新治告

诉记者，平时联动团队就在镇武装
部备勤，从这里出发，正常情况下，

15分钟内就可以赶到各小区，“如
果入境人员是从虹桥机场回来，时

间相对比较紧张，但我们一定会在

他们到小区前赶到。”

入境人员从机场专用接送大
巴下来后，医护人员会首先为其

测量体温，并告知隔离须知和注
意事项，在做好扫码登记信息采

集后，在团队成员的护送下返回
各自家中。

“只有把他们送到家里，看着

门关上了，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
居家隔离的流程和之前外地返沪

人员一样，医护人员每天负责联系
他们监控体温情况，社区志愿者及

时为他们提供日常所需的服务。”
近 10天来，三支“应急分队”按照

规范的流程运转，“平稳”是杨新治
最大的感受，“很多国际航班都是

半夜到的，应急分队的队员们都会
及时响应，经过前期机场的解释，

大部分境外返沪人员都非常配合
也表示理解。”

截至今晨 8时，徐泾镇共接
收、安置两大机场重点国家或地区

入境人员 131名，涉及 12家居村
委，这些人已全部进行居家或集中

隔离。“我的工作群里不停有单子
发过来，值班人员看到后，都会第

一时间回复，不怕重复，就怕遗
漏。”对于这项可能会持续很长一

段时间的任务，杨新治说，一切按
流程规范操作，“没问题”。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当前，境外输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严峻，社区正经受着新一轮的“大考”，
语言不通成为社区工作人员面对外籍

人士排查时的一大障碍，好在有越来
越多热心的“翻译官”们前来增援。

团工委找来志愿者
近日，浦东新区上钢十村居民区

迎来一位韩国籍的返沪人员。上钢街

道相关负责人得知后，主动协助居民
区招募韩语志愿者。经多方协调，街道

团工委找来了一位 90后“翻译官”刘
智宁，她是在韩国庆熙大学韩国语系

留学的一名大三学生。

看到社区紧缺韩语志愿者时，刘
智宁主动报名，她说：“现在包括韩国

在内的多个国家疫情形势严峻，我作
为一名在韩国留学的中国人，更要尽

力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守好‘家门’。”

开启紧急十六小时
当天上午 9 时许，上钢十村居

民区社工刘晓东通过微信获悉，小

区内的一名韩国籍返沪人员将于当

天中午 12 时左右，到达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

得知这一情况后，全体工作人员
迅速行动。居民区负责人带领陈洁、刘

晓东等社工分头核实情况。刘晓东及
时与韩国籍返沪人员的女友联系，摸

清其抵沪后交通工具及到达小区时间

等。陈洁事先准备好了中韩双语版来
沪外籍人士防疫健康提示和友情提示

卡。韩语志愿者刘智宁则在线上开启
“双语防疫”模式，为居委干部实时翻

译，及时准确传递防疫知识，提醒外籍
人员做好自身防控工作的同时，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外出，戴好口
罩，以防疫情传播。

由于飞机落地后，要等机场人员
登机检测后方可下飞机，考虑到韩籍

返沪人员已在飞机上等待了 6个多小
时，到达小区的时间要到深夜；居委会

工作人员通过韩语志愿者协助线上沟
通，提前为其准备好了矿泉水、蛋糕等

食物，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深夜时分，外面突然下起了细密

的小雨，居民们已进入梦乡。但疾控人
员、民警和居委干部们还在紧张工作

中。为了尽快让疾控人员找到具体位
置，物业经理杨毅在小区门口等候疾

控人员，并及时引路。工作人员上门
后，对韩籍返沪人员做了全面体温检

测，确认体温正常后，签署居家观察承

诺书，并详细告知隔离注意事项。多方
合力，将各项措施一一落实到位时，已

是凌晨 1时多。

“保姆式”服务暖人心
为了保障韩籍返沪人员居家隔离

期间生活不受到影响，“翻译官”刘智

宁还第一时间将其基本生活需求告诉
社区工作人员。社工刘晓东收到信息

后，及时上门提供“保姆式”服务，为其
买菜、扔垃圾、取快递等。社区的一系

列举措，让外籍居民安心又暖心，表示

理解支持社区的防控工作，会积极配

合居家隔离。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一辆车，15 个人，4 种国籍，

都是从 CA936 航班上下来的，送
往黄浦区 8个街道，安全交给社

区“娘家人”，耗时 5小时。从 3月
6日驻守浦东机场“防输入”至今，

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青年社工黄
培华经历了一次“最长耗时”安全

护送。

3月 13日，黄培华在浦东机
场待命。一下子，停机坪上，那么多

车，那么多人，听说 280多名乘客
中有人发热，要说黄培华一点不担

心，那肯定不是真的。不过，是任
务，就要不折不扣地完成。15位乘

客，11位中国人，2位英国人，1位
德国人，1位瑞典人，下了飞机，目

的地都是黄浦区。这 15位均无发
热症状，不过，送起来也真不容易，

他们分散在 8个街道 11个小区，
等于整个黄浦区兜一圈。

大家上了车，分开就坐，还好，
每个人都戴了口罩。接下来，先送

哪里，是个问题。有几个人怕车上
呆久了不安全，向小黄提出先送要

求。“大家不要急，都能安全到家！”
小黄安抚众人情绪，“哪个街道的

人多，我们就先去哪里，这样车上

空间就大了，更安全，对吧？”

众人纷纷说好，开路！一路畅
行最先到了半淞园路街道，早有社

工车下等候，完成交接。接下来，7
个街道一个个跑下来，保障车上每

位“黄浦人”都安全交给“娘家人”，
每个交接手续都事无巨细地办妥，

5个小时过去了，任务终于完成

了。累，是肯定的，竟然还有点兴
奋。想想这一路，操作很规范，没什

么不安全。防护，其实也是受过训
练的。小黄在机场防控上岗前一

天，从民政局到卫健委，专门培训
了所有准备值勤的社工。其实，在

机场的工作，就是从穿防护服，佩
戴口罩、护目装备开始的。

这些天，小黄也遇到过不愿去
集中隔离点在车上发脾气的，不会

说英语的外国人⋯⋯但无论情况
多复杂，他要做的，都是不折不扣

完成任务。小黄是预备党员，鲍运
捷党龄十年，他俩都来自淮海中路

街道，都在机场防输入，累了，“老
党员”就给小黄鼓劲———多少年

后，想起我们也曾坚守一线，守牢
上海大门，很自豪，对吧！

首席记者 姚丽萍

    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在上海和

法国之间往返的李女士像往常一
样出国，让她没想到的是，当她按

计划返回上海途经意大利时，意大
利的疫情防控形势已经很严峻。作

为一名途经重点地区回来的旅客，
她也切身体验了一番机场、社区联

动的闭环式管理。

隆重“接待”

3 月 7 日下午 3 时 30 分，李
女士乘坐机场专车，抵达其在静安

区芷江西街道北方佳苑小区住宅
的门口，由于下飞机时就接到了电

话，关照相关事宜，李女士忐忑的
心放下不少，可一下车，还是被眼

前这一幕镇住了：街道党工委书记

带头，居民区书记、居委会工作人
员、社区医院医生、民警整整齐齐

十几号人，已候在小区门口。“哇，
这也太隆重了吧。”李女士惊呼。

贴心“管家”

虽然隔着口罩，李女士还是感
受到了大家暖暖的关怀，有量体温

的，有让签居家隔离承诺书的，有
帮忙拉行李箱的，有递上特地准备

的防护包的⋯⋯
人群中，居委会书记告诉李女

士，随后的 14天她只能在家，不能

出门，由社区医院医生每日上门测

量体温，如果点外卖，居委会会帮送

到家门口，这些天产生的生活垃圾
不用分类，会有专人定点过来回收，

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居委会。

安装“门磁”

随即，征求过本人同意，在李
女士家门口安装上了一个“门磁”。

这是一个远程隔离检测器，只要居
家隔离人员从门口进出，传感器就

能立即捕捉到信息，传送到居委干
部的手机上，居委干部通过手机可

看到隔离人员的开门时间及动态，

以便为其提供及时的帮助。
这几天，在三兴居民区，像李女

士这样从国外回来的并不在少数，
有次夜里的航班，从日本东京回国

的陈大伯一家老少四口，刚下车就
看到了寒风中站着等候的居民区书

记和居委干部，得知她们苦守到深
夜，没有一丝怨言，只为把他们“安

全”送到家，陈大伯很是感动，他的
小孙女一句奶声奶气的“谢谢”，更

是驱散了所有人的疲倦。
“无接触”式隔离，阻隔不了关

怀，有着战胜疫情的共同愿景，此时
的严密防控，让这些国外回来的被

隔离者感到温暖慰藉。“回到上海，
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们的帮助。”李

女士的回答也是最好的肯定。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境外返沪人员在青浦徐泾某小区门口登记

青浦徐泾镇

一张任务单“激活”
三支“应急小分队”

长宁新泾镇

输入性防控不放松
人性化管理暖人心

杨浦江浦路街道

老外不戴口罩现身小区
俄语翻译志愿者急出动

    申城200多个街道、5000
多个居村委，一同加入抗疫防
输入闭环式管理

荨 长宁区新

泾镇防疫工作
者日夜守候做

好防控工作。

这天深夜，有

母子三人抵达

绿八居民区一

小区门口，工
作人员为他们

解说注意事项

荨 在各方充

分宣传及告知
下， 大部分境

外返沪人员对
近期疫情防控

措施表示理解
也非常配合。

徐泾某小区，

返沪境外人士

对工作人员竖
起了大拇指

浦东新区上钢十村

90后韩语“翻译官”应召上线
紧急加盟疫情防控“小分队”

黄浦淮海中路街道

15人安全回“娘家”

静安区芷江西街道

从意大利转机回国
下车之后她惊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