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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袁玮）虹口区

138街坊是今年本市首个启动签约
的大型旧改基地，截至今天上午，

138街坊正式签约率达到 98.28%。
至此，该地块成为今年全市首个复

工复产后生效的旧改地块。
3月 8日，虹口区启动 138街

坊第二轮方案征询签约，这是今年

全市首个复工启动第二轮方案征询
签约工作的旧改地块。138街坊东

至舟山路、南至周家嘴路、西至公平
路、北至岳州路，共有居民 871证，

1011户、3615人。地块内房屋多为

砖木混合结构的二级以下旧里，建

成年代久远，消防安全隐患突出，居
民多年来盼望旧改的呼声十分强

烈。2019 年 8 月底，138 街坊以
100%的居民同意率通过第一轮征

询。然而，疫情突袭，原定于今年 2

月中旬启动的第二轮方案征询工作

被迫延期。

征收决定公布前夕，虹口区旧
改指挥部、嘉兴路街道旧改分指挥

部、第二征收事务所创新签约方式，
商讨如何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推进房

屋征收工作。多方联合制定了相关
方案，既符合防疫要求，人员尽量不

聚集，又满足旧改征收签约需要。
相关单位以“非接触”方式，提

前与被征收居民加为微信好友，线

上联系覆盖率达到 98％以上。3月
8 日，138 街坊征收决定公布当日

起，征收单位用电话、微信、预约等
多种形式“一对一”沟通，通过微信

公众号“嘉兴旧改”第一时间发布相
关政策，并围绕居民关心的签约选

房、评估均价、补偿金额等问题，发

表文章 24篇，居民“云围观”单篇阅
读最高达 14929人次。征收决定公

示的第二天，街道旧改分指挥部即
组织召开居民监督评议小组成员、

楼组长会议，介绍签约流程、时间节
点、防护措施。街道还安排了 3个人

民调解组，为因家庭矛盾而影响签
约的居民开展调解工作。

为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聚集，街

道分指挥部、第二房屋征收事务所
创新签约模式，在弄堂口、人行道、

门栋旁就近设点，通过“线上优先、
线下预约”方式签约。线上优先，是

指被征收人与经办人员通过微信视
频验证相关证件信息后，采取网络

系统签约，锁定利益。线下预约，是

指需要到现场签约的，需先电话预
约，工作时间内每半小时分批安排，

对有特殊困难的居民，则由经办人
员上门签约。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

工作人员预约面对面沟通，错时错

峰进入办公室（5户一场， 每场 10

分钟），或在街心花园、人行道、弄堂

口等约 21个开放区域面谈。

在抗击疫情特殊时期，138 街

坊旧改签约的操作流程、沟通方式
打破了以往惯例。嘉兴路街道每天

组织专业人员为场所消毒，并安排
安保和民警把好各关口，凡是预约

入场的居民必须戴口罩、测温、登
记。138街坊辖区内有“五里两坊”，

二轮征询启动后小区封闭式管理，

17个出口均有志愿者值守门岗，外
来人员不得入内。

此外，嘉兴路街道将支部建在
项目上，组成临时党组织，每天走访

小区，同时会同区房屋征收中心建
立党建服务站，为需要帮助的居民

提供服务。记者从虹口区了解到，今
年虹口区将完成旧改征收 6000户。

线上征询沟通 线下错峰签约
虹口区 138街坊成为首个复工复产后生效旧改地块

    前几天去崇明一家动物养殖

场采访，还是习惯性戴着口罩，养
殖场老板看着我笑了起来：“你还

是脱掉口罩吧，这里都是小动物，

没几个人。”我愣了愣，是啊，好像

是到该脱口罩的时候了。

从小到大，基本不太戴口罩，

最近两个月一下子把之前的份都

补上了。 早在疫情大规模暴发之
初，就想方设法囤了一批口罩，一

直舍不得戴，还要分给亲戚朋友，

一个口罩用好几天。 最紧张的时

候，一家只剩不到 10个，顿时心
慌意乱， 只能冒着风险出门想办

法弄点口罩回来， 这种惶恐至今
记忆犹新。

如今，国内疫情大为好转，口
罩产能也跟上了， 家里的存货渐

渐多了起来， 之前海外要寄口罩
给我的朋友， 现在反过来让我帮

忙采购口罩。 想想都有些不太真
实，短短两个月，简直天翻地覆。

但是口罩还是脱不下来，以
至于不戴口罩出门，就像没穿衣

服一样不自在。 虽然心里明白最
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就是

很难跨过心里这道坎。 出门一
看，不是我一个人，基本上都差

不多。

脱去口罩，在明媚的阳光中

呼吸新鲜空气，看着繁花似锦的

春色，小动物们嬉戏玩耍，心情
极度愉快， 都快忘记了上次如

此悠然自在是在什么时候。 在
疫情期间最朝思暮想的， 是快

点回归正常生活，如今看着疫情
快要结束，想回归正常还真没那

么容易。

采访结束， 回程的一路上看
到不少前来踏青的市民， 大多还

戴着口罩，也有脱下的，在花海中
畅快游玩， 真心希望能多看到一

些这样的画面， 这才是春天该有
的景致。

3 月 24 日， 上海下调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至

二级响应，饭店、公园、娱乐场所
陆续重新开放。

疫情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结
束？现在是不是可以脱下口罩？回

归正常与防范疫情的平衡点在哪
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标准答案，

完全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和自己的
抉择与判断，大家都是第一次。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现在我
们最需要的，就是在这阳春三月，

偶尔脱下口罩去踏踏青， 好好在
春光中放松一下心情， 这有助于

我们跨过心里的那道坎， 尽快让
生活回归正轨。

在春光中放松一下心情
李一能

    本报讯 （记者 袁玮）上午 8

时，肖先生准时开车出小区，通过花
桥道口进入上海，目的地是位于虹

梅街道的漕河泾开发区。这是肖先
生每天往返苏沪上下班的常态。前

些时候，肖先生每天一看到手机上
“江苏移动欢迎您”的短信息，就会

担心能否顺利抵达公司，会不会被

隔离 14天。不过，这周他终于拿到
了街道疫情联络员送来的“工作通

勤证”，不由大松一口气：“这下好
了，再也不用担心回不了家了。”

2月下旬，在新冠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协同推进的重要关头，徐

汇区虹梅街道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深

入园区企业走访，了解到有部分员
工家住昆山太仓一带，需要每天往

返沪苏通勤上班，受到道口疫情检
查隔离管控，颇为困扰。如何在严格

遵守防疫工作要求、做好自身防护
的同时，准时准点赶到单位上班？跨

省跨市的通勤问题怎么解决？类似

疑问成为肖先生等许多企业员工心
头最焦虑和担心的一件事。

为解决这一问题，街道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牵头及时排摸需求人

数，与嘉定区政府沟通，研究相应解
决方案：对于家住昆山、花桥一带的

企业员工，每天必须通过嘉定公路

道口往返市区的员工，符合条件的
可以申办工作通勤证。在获知办理

通勤证的通知后，企业员工纷纷来
电咨询。在对员工的居家隔离、身体

健康状况详细了解的基础上，材料
经审核后提交办理。截至 3月上旬，

园区防疫东西区两个工作小组累计

发放工作通勤证 248张，解决了数
十家公司、248名员工的通勤难题。

他们中有的是技术骨干，有的是公
司高管，有的是刚工作不久的年轻

人，小小通勤证助力他们迈出春节
之后复工的第一步。

徐汇区虹梅街道牵头铺平园区企业员工复工之路

上午首发
10:00

新民随笔

    眼下，金

山区枫泾镇新
义村呈现梨花

满院飘香雪的
景象。劳作的

果农和开满白
花的成片蜜梨

树，与周边农

舍构成一道金
山春天亮丽风

景线。

特约通讯员
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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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
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