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还能如此尽心
尽力地帮助我，不然这趟行程可真的要泡
汤了。感谢！感谢！”这是居民熊先生拿到
刚刚办好的新护照后对黄浦公安分局出入
境办证大厅的民警们说的一番心里话。

疫情期间，作为黄浦公安分局大院唯
一的对外接待窗口，出入境办证大厅始终
有序运营，并想方设法为一些有特殊需求
的居民解决难题。在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李君看来，“窗口服务，特殊时期
更要尽心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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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窗口服务更要尽心尽责
李君：想方设法为居民解决出入境办证难题

普陀：“硬核”操作保集中隔离点高效运行
提前排摸备选酒店，实行“一二三四”安全工作法

■ 李君（右）和同事在讨论工作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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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从 3月 28日

零时起，上海对所
有入境来沪人员

一律实施为期 14

天的集中隔离健

康观察，为落实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

的要求，每一个隔

离点都是一堵疫
情防控的 “防火

墙”， 也是城市的
“安心墙”。隔离点

那一个个不寻常
的日日夜夜，有着

无数工作人员的
默默奉献，也体现

出了精细化管理
的绣花功夫。

这种绣花功
夫，从隔离点的改

造就可以看出。隔
离点大多由酒店

“变身”而来：卫生
专业人员按功能

划分出隔离区 、

工作区等； 消防

人员重新规划逃
生通道； 市场监

管人员对饮食供
应进行调整 ；对

酒店工作人员进

行个人防范和工
作流程的培训 ；

准备防疫物资以
及隔离期所需物

品；对每一楼层进

行保洁消毒……

各区还未雨绸缪，

提前准备了几个备用点，一有

需要就能迅速启用。

隔离点 24小时的运转更

是体现着管理水平。 隔离点有
统一的服务标准。 不过，具体

流程和安排却往往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人性化调整。 如凌晨多

批旅客集中到达，完成入住隔

离整个流程每人至少 5分钟，

怎么办？ 松江一隔离点负责人

表示， 可以先进房间休息，再
由医务人员去一一确认。 在不

少隔离点， 尽管都是集体订
餐，但为了照顾到一些幼儿的

饮食习惯，工作人员还会悉心
地做一些调整， 如增加炖蛋

等。 “尽可能考虑到隔离人员
的感受。 ”这是很多工作人员

的共识，正是这种以心换心的
观念，使严格的集中隔离透出

了温情。

集中隔离对象是人，隔离

观察的经历对很多人来说都是
第一次。 因此，1000个人就有

1000种情况、1000个问题。 如
有的外籍人士有哮喘，健康状

况需要特别关注；有的隔离人
员是“老烟枪”，每天来电说烟

瘾犯了；有几位大学生要参加
网络考试， 但隔离点本身的

Wi-Fi 信号不行……医务团
队、后勤保障团队、志愿者服务

团队、心理疏导团队，如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用真诚和智慧化
解了一个个难题。

正如本报今天报道的浦东
新区一隔离点负责人董沛晶所

说的：“如果说隔离点是一堵
墙，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块砖。只

有每块砖垒好垒结实，后方的
家园才能安全。 ”奋战在隔离

点上的这一块块“砖”，默默无
闻，却令人肃然起敬。

终于赶上了飞机
春节期间，出入境办证大厅暂

停受理业务，居民熊先生却由于刚

应聘成为海外一家公司的技术人
员，急着要前往国外赴任。因护照已

过有效期，他特意到蒙自路上的黄
浦出入境办证大厅寻求帮助。

李君和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

加班为熊先生办理护照换领，经多
方协调，仅用一天时间就为熊先生

办好了护照。1月 31日下午，熊先
生领到新护照，此时，离他预订的飞

机起飞还剩几个小时，熊先生顺利
登上了飞机。

视频“认证”也管用
3 月 26 日，林先生（化名）走

进出入境办证大厅，为其兄长办

理恢复户籍和身份证事宜。但根
据相关要求，需要先提供出入境

部门开具的当事人出入境记录，
而且需当事人亲自来办理。但林

先生表示，多年前因出国打工被

注销了户口的兄长，目前在国内
养老院生活，“因防控疫情不方便

从养老院出来。”
事情汇报到李君那里，她召集

有关人员开展“头脑风暴”，想出了
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和林先生的

兄长通过视频对话，“认证”他本人

的这个意愿。在养老院的配合下，办
证大厅工作人员和林先生兄长进行

了视频对话。民警核实相关资料后，
将很快为他的兄长开具出入境记

录。林先生连声道谢。

雨天熬制八宝茶
“来来来，喝一杯香喷喷的八宝

茶，暖暖身子！”一个下雨天，李君又

熬制了八宝茶，给同事们享用，大家
喝了心里暖洋洋的。疫情期间，她非

常关心基层民警的健康，在微信群
中推广居家锻炼视频，还自费为他

们送上购置的餐食和防疫产品。

对工作，李君要求严格。为了做

好办公区域消毒及工作人员防护，
她采取了出入口单向通行、拉大自

助区域排队间距等措施，特别针对
需要摘下口罩的拍照间，加大消毒

频次和通风力度。同时，及时启动战
时勤务机制，A组 B组均配备业务

骨干，并指导民警学习多语种防疫

宣传提醒，通过微信群发至涉外企
业和相关部门，做好中心城区移民

融入服务。

儿子端来热馄饨
一天晚上，李君在办公室加班

回家后感觉胃痛，儿子奇奇放下作

业，到厨房里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
馄饨，端到了妈妈的跟前，李君吃下

后，胃就不痛了。“爸爸不在家，我来
照顾你！”还在上初中的儿子这句

话，让李君很是欣慰。

李君的丈夫辛海光是瑞金医院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从大年初一

起，就投身医院诊室和隔离病房抗
击疫情。2月初，他还随医院援鄂医

疗队去了武汉，支持那里的医疗救
助。李君既要忙工作，照顾儿子，还

要关心奋战在武汉一线的丈夫。因
为工作的特殊性，两人打个电话的

机会也很少，李君只能用微信叮嘱
丈夫注意防护，合理休息，并将即将

参加中考的儿子的学习情况向他远
程“报告”。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杨晓俊

    一块大大的白板上，醒目地写

着“第 64天”———从普陀区开设第
一个集中隔离点到昨天，已经有 64

天了，其间共有 899人次在 4个集
中隔离点接受观察。两个多月来，普

陀区“守护”隔离者的工作人员始终
坚守岗位，毫不松懈。

“现在还无法知道所有的隔离

点何时能够撤除，但可以确定的
是，只要隔离点在一天，我们就会

在这里一天，抗击疫情，保卫这座
城市的安全！”一位工作人员的语

气非常坚定。

预估需求不断“供”

1月 26日晚，普陀区决定建立
集中隔离观察点，第二天，一家普通

酒店立即“转变”成为区第一个隔离
点，区卫监所、街镇、公安、城管、社

区卫生、消防、酒店服务、安保等 8

个部门的精兵强将组成先锋队，第

一时间在此集结。

“观察点改建过程中，无论是征
用场所、改造筹建、运行保障等各个

环节，各部门都积极响应，全力支
持。”普陀区卫健委主任邓海巨介绍，

隔离点制定了接收观察工作规范、留
观人员管理机制、医废处置流程等 9

项工作制度，摸索出一套“硬核”操
作模式。

8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
各小组各司其职：区卫监所所长刘

晔翔成为临时“酒店经理”；医务工
作人员是“专属医生”；转运接送“司

机”由卫生监督员和城管队员客串；
消杀队员每天完成多区域的保洁消

毒；中环国际酒店专业队伍承担“客
房服务”，提供送餐、清洁等日常服

务；网格中心工作人员是迎接“客

人”的前台和安保；街镇提供“后勤
保障”；公安民警、消防部门确保场

所安全。
随着隔离者人数的增加和上海

市各项相关新政的出台，普陀区又
陆续增建了 3个隔离点，累计已有

705间客房。“我们会根据相关政策

和数据等研判需求，作出增建隔离
点的决定，确保不断‘供’。”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最近又排摸出了 5家
符合隔离条件的备选酒店，可提供

总计 977间客房。普陀区第 5个集
中隔离点也已准备完毕，随时可投

入使用。

“一二三四”工作法
“每新建一个隔离点，我们会派

人前去指导帮助，传授积累的经验

做法，使每一个隔离点的建设都规
范有序。”普陀区隔离点指挥部相关

领导介绍，目前，全区已经总结实施
了隔离点建设运行的“一二三四”工

作法，实践下来效果明显。普陀区卫

健委主任邓海巨一一道来：

■ “一”是指一套班子 由区领
导负责的工作专班， 为全区所有的

隔离点设计了整齐划一的策略手势
和同一标准的服务；

■ “二”是指二方联动 即条与
块结合，由街镇这个块来包，由机关

条线来管，密切配合；

■ “三”是指三个闭环 第一个
“环”是从机场到酒店，民政、卫生、

城管、街镇携手合作，第二个“环”

是隔离人员到达隔离点后，再被安

全送到房间隔离。 第三个“环”是对
隔离者隔离期间各种状况的管理

处置等；

■ “四”是指四个机制 包括隔
离酒店的储备机制、 隔离酒店的快
速启用机制、隔离人员的管理机制、

物资保障联动机制。

3天只睡5小时
长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赵永

尊前天告诉记者：“从 3月 24日傍

晚 6 时决定启用到今天，3 天里，

隔离点的负责人张峰只睡了 5 个

小时⋯⋯”张峰是长寿路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3月 24日晚上 12时，就

说有可能来住客隔离，他不敢睡，一
直等到第二天凌晨 2时，没有人来，

凌晨 4时也没有看到人来。一夜无眠
的张峰，到当天中午才接待了第一批

住客。管理协调组的章慜超，3天里

也只睡了几个钟头，他盯牢人员来的
预到达信息，及时做好信息沟通、各

小组之间的衔接等。
“缺觉、缺休息，张峰他们声音嘶

哑了、面容憔悴了。但张峰说，我是行
动具体指挥人员，我不上谁上。”赵永

尊表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确保
了隔离点的正常运行。

快速高效创“之最”

对外营业的酒店，要用来作为
隔离观察点，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经

过一系列整改，并不容易。但普陀区
第 3个隔离点长风新村街道创下了

建成速度之最。
3月 17日，正值境外人员回沪

高峰，长风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单

函俊接到任务，要把一个酒店变为
一个隔离点。由于区里建立了较为

完备的应急制度，在区指挥部指导
下，街道迅速行动，依据工作模式，

有条不紊地清退并帮着重新安置原
有的客人，完成集中隔离点位的消

杀，划分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
区、员工通道、客人通道等。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许磊告诉记者，“当天下
午 4时迎来第一批隔离人员，工作

人员都已经不慌不忙地在各自的点
位上履职了。”

本报记者 江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