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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薄纸上， 印着头像姓名与二维码，有
效期为 180天；用“随申办”App或小程序扫
一扫它，核验结果很快显示———令人安心的
绿色……本周，“随申码”离线版上线，专为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定制。

这几天，在各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一网通
办”自助终端前，“离线码”申领服务受到热捧。

市民网友也纷纷在相关报道下留言点赞：“人
性化的离线服务， 让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
甚至没有智能手机的‘银发族’们，生活出行更
方便了。 ”

因疫情防控需要而诞生的“随申码”，上
线至今已使用超过 37亿次。 从支持港澳台
同胞、外籍人士获取，到上线“企业张贴码”

助力复工复产，再到推出“亲属随申码”方便
儿童与老年群体……它的功能不断迭代更
新，覆盖更多用户人群。 在看似不经意的小
细节中，你可以看到保护用户数据安全与隐
私的贴心设定： 姓名旁边的小眼睛图标，可

以自主选择隐藏或显示全名。这次推出的离
线版本亦然，“离线码”核验页面的被扫码人
信息是脱敏状态， 同时还带有信息水印，以
免被扫码截图转发。

诚然，在没有“离线码”可以核验时，老
年群体出行也有“其他选项”：在智能终端的
帮助下，部分场景实现“卡码合一”，直接刷
身份证、医保卡就能知道健康状况；没有智
能手机，可以发送短信查询行程；手动填表、

人工登记，也有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帮忙……

如今，有了“离线码”，老年群体面对数字鸿
沟时，又多了一道可供选择的“缓冲带”———

从手机“回归”纸质，不是智能化的倒退，而
恰恰是一种有温度的进步。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
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其中提到，

要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坚持传统服务与智
能创新相结合，充分保障老年人基本服务需
要。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上海 60岁以上户籍人口已超过 35%。在
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服务好这一庞
大群体？ 这是一座城市的责任，亦是软实力
的体现。

在上月举行的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上海正式发布“推进生活数字化转型三
年行动方案”， 旨在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基
本民生、质量民生、底线民生。其中，“数字无
障碍”是“底线民生”的重要组成。 面对代际
差别、收入差别、教育差别、地域差别等造成
的数字化应用能力不平衡，上海提出，要加
快不同人群“数字鸿沟”弥合，提升各类公共
服务的“数字无障碍”水平。

“离线码”之外，弥合数字鸿沟的一系列
举措正在落实。 公共服务网站与移动 App，

验证码操作难、字体太小、操作不友好怎么
办？ 超 130个 App网站推进适老化改造，预
计年内完成。 不会智能手机，老年群体的数
字化需求如何满足？ 上海正在重点建设“预

约就医一键成”“叫车出行一键达”“紧急救
援一键通”“政策咨询一键知”等高频急难场
景。想有人手把手为老年群体提供培训帮办
服务吗？目前本市已招募 1200多名“信息助
力员”，“上海数字伙伴计划”发布实施……

必须承认，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和无障
碍改造并非一蹴而就的。 前段时间，看到这
样一条朋友圈：“在医院碰到一位 90 岁老
人，一个人，上午 8点徘徊到下午 1点，她找
不到拿片子的地方，团团转，她不知道，早就
是打印 X光片的机器时代了……电梯里，只
有两个人时，老人哭得不能自抑。 ”

这也许是一个个例，但老人的局促与泪
水，当成为每个人的痛。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
进程中，发展与适应都需要时间，更需要社
会各方力量广泛协力。期待上海推出更多有
温度、有实效的服务，帮助弱势群体跨越数
字鸿沟———享受数字化的便捷生活，“一个
都不能少”。

离线服务，在线温度

小潘书记的防控“手势”，服帖！
既严格又温暖，社区防疫丝毫不马虎

    “疫情反复，来来，过来

测个温”，临近饭点，在位于
金山区石化街道十村居民

区的梦大餐厅里，顾客络绎
不绝。“你不是张老板吗？怎

么在这里当志愿者？”来此
吃饭的何老伯抬头发现，为

他测温的志愿者居然是小

区粮油店的老板张道泉。
“商铺间互助”“自治小

组巡查”，这是该社区商铺
疫情防控的新尝试。

石化十村小区内有 20

家小商铺，主要出售粮油、

日用品、杂货等生活必需
品，可以说这里是小区的

“社区商业街”，也是附近小
区居民的“生活购物圈”。随

着疫情升级，石化街道所有
居民区、商铺加强疫情防控

措施，进入人员均须体温检
测、查码。

“一到饭点、我们所有
员工都很忙，哪顾得上测温

呢？”“我们店就我和老婆两
个人，顾客一多很难限制人

流”“都是小本买卖，再招人
成本吃不消啊”……这也让

小区内的一些商铺心有疑虑。
为此，由该小区居委会

以及商铺、物业、业委会、社
区民警组成的商铺自治管理

小组动足了脑筋。经过几轮

讨论和走访，小组成员发现
各个商铺高峰时间段各不相

同，像粮油店、面摊等商铺早上人流多，而餐厅
等商铺中午晚上饭点人流多。于是就出现了开

头一幕，根据早上、中午、晚上三个高峰时间
段，制定了商铺间互助安排，由空闲商铺帮助

高峰商铺。
“现在好多了，我们早上去帮忙粮油店和

早点店，他们饭点过来帮我们测温、查码，提
醒戴口罩”。一会儿功夫，又来了 5位顾客就

餐，老板陈建纬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前几天，
我们对各个商铺都进行了巡查、整改，把几个

餐厅设置成高考式就餐模式。”该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张慧表示，商铺自治管理小组的其他

成员则每天巡查，督查帮助商铺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 通讯员 裴元欢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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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屠瑜

    “联系到在张家界隔离的居民，她说听

到我的声音激动得想哭，又开心得要笑。嘴
上说不要打扰我休息，可是想要倾诉的话停

不下来。我也是滔滔不绝地说。工作中能建
立如此真挚情感，感到特别幸福和满足。”8

月 11日 23时 25分，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华
山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潘志歌，临睡前发了这

样一条朋友圈。潘志歌 49岁，小区居民喜欢
亲切地叫她“潘潘”“小潘书记”。

朋友圈有故事
小区有居民去张家界旅游被隔离，与他

们微信电话聊起来就滔滔不绝

和潘志歌通电话的是其辖区内 65岁的
翁阿姨。上个月，翁阿姨和老伴加上同一个

小区的一家祖孙三代一行 6人，从上海出发
前往张家界旅游。不巧，张家界发生输入性

疫情，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他们在当地完成
14天隔离，多轮核酸检测呈阴性。8月 11日

22时 47分，潘志歌收到了这 6个人的大数
据，并被要求通知他们参照高风险地区人员

落实 14天集中隔离和 2次核酸检测。
翁阿姨是小区志愿者，平时和潘志歌多

有交流，此次出行已经主动和居委会报备过。
潘志歌对相关情况已有了解，原本就想抽时

间再联系他们，当拿到数据后马上拨打了翁

阿姨的微信电话。
于是，出现了开头朋友圈里说的那一幕。

都是“一家人”

“隔离必须要严格遵守，等隔离结束，我

就去慰问你们！ ”

担心他们会有负担，潘志歌在电话中说：
“我接到的消息是你们回来还是要集中隔离，

在那边隔离了 14天，回来又是 14天，你们会
非常辛苦。”没想到翁阿姨说：“没关系的，你

们都付出这么多，我们啥也没干，还给大家添
了很多麻烦，这点配合怎么不能做呢！”潘志

歌很感动，虽然隔了那么远，但感觉像是家里

人，你帮我，我帮你。“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
帮助的就尽管和我们说，我们一定尽力，但是

隔离必须要严格遵守，等隔离结束，我就去慰
问你们！”

潘志歌告诉记者，社区里像翁阿姨一样
会主动报备的居民有很多。上海市民的配合

度越来越高，很多人从外地回来会主动去做

核酸，主动询问是否要暂停上班居家隔离。另

外，居民区也居住了不少老外。他们都很遵守
防疫规定，对工作人员常常表示感谢。每当这

时，潘志歌都会说：“我们也感谢你们这么积
极配合。”

守底线不含糊
对每天下发的大数据， 每一条信息都要

认真核实，不仅要快，也要讲“准确率”

目前，居民区防疫工作，除了小区门口登
记测温、楼组长防疫宣传外，就是大数据排摸

了。潘志歌说，每天神经都是绷着，心悬着，尤
其现在是紧张的时候。安全是底线，我们不敢

有一点松懈。大数据的工作派发群是 24小时
的，睡觉前一定要刷手机。

对于每天下发的大数据，每一条信息都

要认真核实，比如“是坐的什么交通工具”“几
号回来的”“是否途经中高风险地区”“是否做

过核酸”等问题都要问清楚。不仅要快，也要
讲“准确率”。

潘志歌说，之前小区里有一位表演艺术
家，打了 20多个电话给她就是不接。后面工作

人员把她家所有能找到的电话都打了一遍，搞
了一晚上，在家人打过招呼后才接了电话。潘

志歌和她解释这是大数据排摸，不是骚扰电
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但凡有一点线索，都要

千方百计联系到，甚至上门实地核查，请公安、
物业、酒店等多方联动。有方方面面配合会快

很多，总之要尽可能找，不能含糊的。”

巧排摸有智慧
问他是否去了某个地方，他说没有，完全

忘了。 这时候不能听他的，要“循循善诱”

潘志歌强调，排摸的时候还需要有智慧，
要会沟通。比如会经常遇到反问：“为什么要

问有没有做过核酸？都打过疫苗了。”“一定要
做吗？”她会回答：“因为表格里面有这个要求，

但并没有强制你一定要做，只是询问，做过我
就登记一下。”“没有强制，建议做一下。”

她还举了个例子，居民区有些商务人士经

常出差。问他是否去了某个地方，他说没有，完
全忘了。这时候不能听他的，要“循循善诱”。比

如：“这一拨下来的人都去过南京。”“我没有去
过南京。”“你是不是坐了高铁？”“我坐飞机的。”

“你再想想你是不是来或去坐了高铁，途经了南
京？”“哦，对了，我来的时候是坐高铁。”原来，他

先坐飞机到北京，回来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
途经南京，大数据就下来了。实际这种不属于

中高风险地区来的，了解到就可以了。潘志歌
说：“做工作不能想当然，排摸要有准确率。我

经常和年轻人说，我们要不厌其烦，宁可多做，
也不能忽略，疫情的事情一点玩笑开不得！”

记者问潘志歌，是什么让她如此投入地
工作？她说：“虽然每天工作得很晚，但我们没

有怨气，以心换心，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实
打实地感受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自己也在

受教育。工作不能捣糨糊，捣糨糊就对不起这
么信任我们的居民。”

■ 在做好居民区常态化防疫工作的同时，防疫大数据排摸成为了潘志歌（右）和

同事们的主要工作。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