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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居民的急切需求，减少人与人的直接

接触，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普陀区“一网通办”以

最快的速度在“随申办”“普陀旗舰店”上线了“居家

管控证明开具”的“免申即享”事项，居民动动手指，

足不出户就能获取证明，非常快捷高效。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很多居民的居住小区实行

封闭管理，需要向居委会申请开具“居家管控证

明”，以便提交给单位或公司。前几天，石泉路街道

和平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西雅，接到居民小葛的电

话，说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楼栋封楼了，他

怕老板不要他，希望能尽快拿到一份带公章的隔离

证明。可这个诉求很难马上办理。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周晶快速联系了分管“一网通办”工作的普陀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韵皎。

区府办会同街道决定向市政府办公厅申报在“随

申办”开通“居家管控证明”公共服务事项。2小时

后，市政府办公厅已经在审批了，李韵皎介绍：“这个

事项与今年市府办公厅主推的‘免申即享’服务功能

一拍即合，大力支持下，短短5分钟就给予了审批上

线。”经过连续10小时奋战，次日凌晨2时最终完成所

有事项开发。昨天上午11时，全市第一张正式通过

“随申办”一键申领的“居家管控证明”完成了。

打开“随申办”进入普陀服务专区，点开“居民管

控证明”开具页面，不用手动输入任何个人信息，系统

就会自动识别身份，出具证明，全程不到30秒。

另外，普陀区桃浦镇祥和星宇居民区结合居民

区实际，总结归纳出具有祥和星宇特色的微信群防

疫工作法——

■ 一户一个“家庭微信群”祥和星宇小区共有
24户需进行居家医学观察，居民区为每一户家庭单

独建了微信群。每个微信群里，居民区干部、社区医

生和社区民警组成“三人小组”——居民区干部充当

“跑腿小哥”“知心大姐”，关爱居家隔离家庭的生活需

求；社区医生负责上门核酸采样、病例流行病学调查、

居民心理疏导工作、按需代购药品等；社区民警则起

到秩序维护和安全警示作用。

■ 一楼一名“门栋信息员”近期，祥和星宇有
5栋楼实行闭环管理，涉及120多户近400人。居委

会招募志愿者，在每栋楼设一名“信息员”，负责每

日体温测量数据的汇总上报，一户一人一表，精准

建档立卡。“居民对本楼栋情况更加熟悉，他们工作

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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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疫
情形势严峻，面
临 新 一 轮“ 大
考”。集中隔离
点、中风险地区、
核酸采样点、疫
苗接种点……闻
令而动、事不过
夜 ，哪 里 有 疫
情，哪里就有基
层医护人员、社
区 干 部 等 辛 劳
的身影。
在抗疫一线，

他们是守护市民
安全的“大白”，在
遭遇紧急情况时，
更是各显神通的
“高手”。尤其是
面对“一老一小”
等弱势群体的各
种突发状况，他们
“见招拆招”、负重
前行，成为让这座
城市心安的坚实
后盾。

“医生，怎么办？我4个月大的宝宝眼睛进了异

物，但是楼封了，去不了医院。”“你先别急，我们来想

办法！”面对不知所措的宝妈，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白”们第一时间联系上级医院

的眼科医生和儿科医生，远程为宝宝视频会诊。医

生诊断宝宝的眼睛并无大碍。拿着“大白”们帮忙买

来的眼药水，年轻的妈妈有些激动：“因为突然被封

控，宝宝眼睛又出了状况，我一下子没了头绪，情绪

就失控了。是你们让我觉得很安心，感谢你们为所

有社区居民付出的努力。”

在虹口区定点隔离点内，一场暖心“接力”也

正在进行……随着120救护车的到来，一名年近60

岁的次密接到达虹口区定点隔离点。一下车，老先

生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嘴里不停念叨着：“我明天

要做化疗，已经和医生联系好了，不能住进隔离酒

店啊！”

老人的话引起外场医生陆勇的注意。他一边安

抚老人情绪，一边通过对讲机与内场联系，待老人安

顿好之后，第一时间为他做健康状况评估。“这位老

人是结肠癌患者，术后伴肝转移，当天是专程从安徽

来上海做化疗的。没想到，在途中因近距离接触了

密接者，成为了次密接。”陆勇说。

老人的身体情况牵动着驻点医疗队每一位工作

人员的心，大家尽可能地为老人提供各种生活保障：

保障组与酒店餐厅协调，为老人准备低盐低钠清淡

饮食；外场医生也与老人的主治医师取得联系，迅速

拟写病史报告。与此同时，隔离点分管领导也向虹

口区卫健委详细地说明了老人的情况，卫健委领导

迅速会同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点驻点医疗组

以及老人主治医师所在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共

同为老人拟定了最佳化疗治疗应急方案。第二天一

早，得知自己即将前往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病

房接受化疗，老人激动地说：“原本以为这次化疗无

论如何要延期了，没想到医护人员如此尽心帮我安

排，真的太感谢了！”

这样的故事，在虹口的抗疫一线还有很多。为

了和疫情“赛跑”,医护人员就像暖暖的“大白”一样，

没有抱怨、没有拒绝，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规划出诊

路线，尽快满足老百姓需求。

近日，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的一小区部分楼栋进

入闭环管理。生活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江川路街道

上下闻令而动，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要求的同

时，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生活。

小区里有一对老夫妻，分别患有耳疾、眼疾，子女

不同住又进不了小区。居委干部奚春芳、段晓丽便承

担起“小棉袄”的角色，每天要上门五六次，配送物资、

传递信息，让老两口心里踏实多了。

3月7日进了隔离带，做了核酸检测，37号楼

502室的居民郭女士回到家中，发现电脑电源线落

在车上了，她急着要用电脑办公，就在新建的楼群里

说了自己的苦恼。楼组长和微信名“金箍棒”的“大

白”帮她想办法，拜托一位女士去拿。由于天黑，郭女

士对小区不熟，车子停的具体位置也说不清楚。找了

20多分钟，那位女士回复，实在找不到。郭女士说，很

感激他们，他们没有一个是她认识的，却这么帮忙。

第二天一大早，郭女士还想试试，就跟隔离带的

“大白”说明情况，请他帮忙。“大白”帮她去找了，一

会儿，就拎着电源和后备箱里的菜回来了。

事后，郭女士写了封感谢信，她在信中写道：

“‘大白’那双眼睛非常清澈，是个小伙子，也就二十

出头……（拿到电源线后，我）那份高兴真是无以言

表，这样就可以远程办公，安心隔离了。‘大白’估计

一夜未眠，在室外守了一晚上，而且防护服不透气，

应该很不舒服，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哪里舍得！给他

送了点吃的，烧了点儿开水，驱驱寒气，他连说不

用！脸虽稚嫩，却有担当，有美德！”

她在信中继续写道：“生活在上海，一直都觉得

安稳……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基层的工作者，他们

在默默守护着这一方土地，一方居民！感谢你们！”

为宝宝视频会诊 送老者“隔离化疗”

“小棉袄”助老夫妻 热心人找电源线

一键申领“居家证”一楼一名信息员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袁玮
鲁哲 江跃中
通讯员 孙洁静

■ 晚上小区里一名孕妇(左）因待产需入
院，工作人员安排救护车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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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时，未封闭楼栋里的居民在小区
花园里休憩

■ 某栋居民楼因有密接居民实施了锁门
管控，居民定时定点到楼下取快递

3月12日一早，光复西路某小
区因疫情实施封闭管理，本报记者
用镜头记录下小区居民与抗疫工作
者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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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

闵行

普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