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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金山

区儿童预防接种门

诊陆续开放。今天

早上，山阳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恢复

儿童免疫接种门

诊。该中心按照要

求，严格落实预约、

筛检、分流、分时

段、“一戴三查”等

防疫措施，有序引

导居民至接种门诊

进行接种。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新民眼

“回来洗个热水澡，第二天满
状态复活”“有了自己的‘专属小
窝’，每天抗原自测和核酸检测
也更加规范”……昨晚，在黄浦
区最新启动的“小哥驿站”里，快
递小哥刘小川终于能睡上一个
安稳觉。
本轮疫情以来，物流压力陡

增，快递小哥一度被称为“全上海
最抢手的男人”。然而，受封控等
因素影响，满城飞驰的他们找不
到住所，“每天做核酸也回不去小
区、住不了酒店”，有些只能在路
边将就过夜。此前媒体报道里，
武宁路桥下一家亮着灯的咖啡馆
门外，每晚会有几十位小哥打地
铺，没热水只能干啃方便面。
睡在桥洞里的快递小哥，

是抗击疫情、生活保供的重要
力量。他们穿梭于街巷之中、
城市之间，风雨兼程，为的是个
人生计，也是千家万户。职业
特殊性使然，快递小哥有着更
强的流动性、更高的疫情感染
和传播风险，但正是如此，更应
统筹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寻
找管理的平衡点、最优解，而不
是让个体陷于困境。
今起，上海开展社会面清零

攻坚九大行动，力争早日全市实现社会
面清零。为加强生活物资保供，上海加
紧推动电商平台骑手返岗复工，全市在
岗骑手已达2万人，各主要电商平台日
配送订单量达254万单。同时，推动跨

区域调配货源，在江苏苏州、浙江
嘉兴等地支持下，建立了昆山中
转站、平湖中转站以及沪昆通行
机制，保障货车往返调拨各类生
活物资。越来越多快递小哥、货
车司机正加入“守沪者联盟”。
桥洞下的故事，后续很暖：有

市民买空了家门口便利店的盒
饭，托人送去了150份便当；有
小区设置专供快递小哥的“补给
站”，居民自发放上面包、牛奶
等，请骑手免费领取；有酒店协
调出客房，为快递小哥备好餐
食、防疫物资及能量包等。最新
消息是，全市已建起143个“小哥
驿站”，为快递小哥提供用餐、休
息和核酸检测等服务，并落实各
项防疫要求。
人文关怀之外，更重要的是

机制保障。为保障骑手健康安全
和配送安全，市商务委已会同市
邮政管理局建立电商平台、快递
公司“企业白名单”和配送寄递
“人员白名单”，目前纳入“白名
单”的企业已超过 90 家。4 月
19日起，上海在骑手的核酸检
测中已经采用动态的“随申码”
进行身份验证和核酸检测登
记，替代可离线使用的核酸检
测码，并依托市大数据中心提
供的技术平台，根据白名单制
发“电子通行证”，作为上岗的必

要条件和通行凭证。
当道路上奔驰的快递小哥越来越

多，熟悉的城市烟火气越来越近，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大仗硬仗的信心底气也越来
越足。驿路梨花处处开，佳期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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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上海宣布启动“无疫小区”创

建活动。凡近14天内无新增阳性感染者，且

第13天区域内所有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的居民小区，可申报创建。上海发起这项创

建活动的背景是什么？创建的具体标准是

什么？目前有何进展？创建成功后社区管

控是否会有变化？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记

者昨天采访了上海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上海“无疫小区”的创建背景是什么？
在今年这轮疫情中，上海广大居民社区

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

引领作用，调动了居民群众和社会各方力量

的抗疫积极性，形成社区是我家，抗疫靠大

家的良好氛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根据国家“无疫小

区”的创建要求，根据自身的特色，启动开展

“共同守沪，创无疫小区”为主题的创建活动。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各个居民小区进一步

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实现更加充分动员广

大的居民发挥主体作用，从而夯实群防群控的

基础，持续提升整个社区的疫情防控效能。

上海“无疫小区”创建的标准是什么？
简而言之：“无疫小区”创建的主要标准

可以概括为“六个规范，三个强化”。

六个规范包括：规范入口管理，规范健

康监测，规范个人防护，规范快递管理，快递

和外卖实行无接触配送，规范清洁消毒，尤

其是针对电梯、楼道等重点区域的清洁消毒

工作；规范垃圾处置，如何在疫情下实现必

要的分类处理与日产日清。

三个强化包括：强化信息的宣传，普及

健康科普知识与及时发布防疫消息；强化服

务保障，特别是对特殊困难人群应实现托底

保障，以及百姓配药就医等刚需服务；强化

物资的储备，对志愿者、工作人员的防疫物

资保障是否到位。

同时，社区党建引领、自治互助、居民参

与社区活动的主动性等方面也是创建的重

要指标。

上海“无疫小区”创建活动的进展如何？
上海根据国家创建“无疫小区”的工作

部署，正在推进创建工作。创建是以上海各

区为主体，自愿申报为原则，通过街镇审核，

凡近14天内无新增阳性感染者，且第13天

区域内所有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的居民

小区，可申报创建。

值得注意的是，“无疫小区”管控方式，还

是按照上海当下实施的“三区模式”实施。“无

疫小区”的创建是抗疫的一部分，它体现了社

区携手抗疫取得的成果。同时，创建是动态

更新的，一旦社区出现新冠病例，这一称号也

会被暂时取消，需要重新创建后获得。

因此，社区要获得这份殊荣实属不易，

而要长久保持则更有挑战，需要社区全体成

员的通力协作才能实现。

本报记者 李一能

创建国家“无疫小区”有何标准

“规模难题”，是同济新村在疫情防控

中面临的巨大挑战：这里不仅是四平路街

道规模最大的小区，也是整个杨浦区规模

靠前的小区，内有常住人口6000余人，老龄

化现象突出，还有两所学校。

就拿4月16日进行大规模核酸筛查这

天来说，200名志愿者早上6时开始集合，

配合10名医生采样一整天，人累瘫了，居民

也有情绪。再加上近日已陆续出现阳性感

染者32人，现有闭环管理封控门栋5个，涉

及91户、185人。

为了更加精准地投放管理和服务资

源，在这次筛查后，居民区党总支、物业和

志愿者们“头脑风暴”，将居民区“三分天

下”，通过软隔离的方式，按楼栋精准划分

出三个封控区，争取“划一块，清一块，解封

一块”，让居民尽早看到解封希望。

同济新村原是同济大学教职工住宅公

房，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后来陆续扩建

到现在的3189户，占地20万平方米，人员结

构复杂，高龄老人超过1/4，再加上物业人员

极其紧缺，防疫工作的难度可见一斑。

按照原定“三区”划分标准，小区整体

上属于封控区，每有封控区核酸筛查等动

作，就得小区所有人来一遍，这样的工作

量实在太大。为更高效开展社区防控，在

经历了4月16日的忙乱之后，新村尝试以

阳性楼栋为核心，利用原有的绿化带、道

路为分界线，安装临时性的铁皮隔离墙，

划分出内部的三片封控区，仅仅涉及小区

的1/10楼栋和1/5人口。对封控区严格落

实物理隔绝和封控管理的同时，设置进出

口以方便生活保障物资进入，其他区域则

为管控区，只需对居民进行抗原自测即

可。分区管理大大减轻了消杀等工作量，

现在，整个新村的核酸检测工作量下降

80%，志愿者也得以更多地投入到消杀、保

供等服务中。

小区内部分级管理是一个新鲜做法，居

民起初也有顾虑和不理解，特别是阳性楼栋

的周围楼栋被划入封控区，肯定会让这些居

民有疑问。居委干部耐心解释，并对划分地

图动态更新,获得居民的信任和支持。昨天，

同济新村检测出一个阳性病例，居委会当即

组织封楼、消杀，更新“封控区”方案。今天，

小区里还有一个“封控区”期满要解除隔离。

一边拆围墙，一边装新的围墙，这可能

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一种“新常态”，而

这，正是为了最大程度降低疫情防控相关措

施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本报记者 孙云

同济新村“三分天下”解规模难题
全街道最大居民区“划一块清一块解封一块”

昨天崇明庙镇

首批4家超市率先

恢复试营业。在位

于庙镇合作公路37

号的联华超市庙镇

店，超市内货源充

足，市民购买秩序井

然。庙镇在“分片

区、分时段、分人

群”的前提下，为居

民发放购物凭证，

实现商超逐步、有

条件地开放。

吴雄 摄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详解“六个规范三个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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