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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管理精细化 严中有暖不松劲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本市正在开展的社会面

清零攻坚九大行动中，“社区管

控行动”就排在首位。近几天，

全市基层社区都在全力以赴，

守好门、看好人，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流动聚集。封控区严格实

施“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要求；

管控区严格实施“人不出小区

（单位），错峰取物”要求；防范

区严格实行“个人防护，严禁聚

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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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零星新增病例，小区西

区45户168人被划为封控区，东区

704户1923人仍为防范区，尽可能

减少疫情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这是松江区洞泾镇祥欣居民区中

海悦庭小区的真实一幕。

防范区封控区出现在同一小

区内，怎么管好？洞泾镇祥欣居

民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陆

嗣君向记者介绍相关情况。

“我们祥欣居民区所辖的4

个小区，包括公寓、叠加、联排、独

栋，每个小区的构造和内置结构

都截然不同。因此，首先要做的

就是摸清底数。”陆嗣君告诉记

者，居委其他6名社工化身网格

员下沉到各个小区，还有大约

160多名党员志愿者，散布在各

楼栋内。“考虑到以前楼组长年龄

比较大，不太习惯智能手机，我们

请党员志愿者、在职党员等担任

‘第二党员楼组长’。”

这份“心中有数”，让“三区管

理”变得有章可循。目前，中海悦

庭小区内做了一些物理隔断，西

区封控区统一出入口，供物业社

工、核酸检测人员等进出，还有公

安力量进驻巡逻。陆嗣君介绍，

封控区内严格落实“足不出户”，

其他居民与志愿者不能进入此区

域。物资药品等需求，则由镇物

资专班或居委统一采购。“严字当

头，但服务要无微不至。”

东区防范区内的管理，同样防

疫不松劲。其中，做好外来快递物

品的消杀工作就是重点之一。

“送货师傅注意：现场抗原阴

性再卸货！”中海悦庭小区门口，

指示牌上清晰写着送货流程，并

划分出专门的消毒区域。小区

外，货架边铺着一块红地毯，快

递员首先在此消毒鞋底，做完抗

原测试阴性后，方可卸货。这些

外来物品由志愿者统一消杀，静

置30分钟后，再搬运至小区内

侧的货架，由志愿者或居民错峰

取货。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陆嗣君

带领6名工作人员驻守居委会，

有的已有40余天不曾回家。陆

嗣君是一个二孩妈妈，家中大宝

上小学、二宝上幼儿园，正是需要

照顾的时候，可他们已有一个多

月没有见面。“刚开始很艰难，那

段时间我没法和孩子视频，一看

到他们眼泪就止不住，后面，慢慢

调整好了心态。”陆嗣君说，“居委

其他小伙伴也一样没有时间照顾

孩子老人，甚至有不少人是夫妻

双双都在抗疫一线。我们相互鼓

励，大家一起加油。”

“7个人服务7000余名居民，

一个人也可以是‘千军万马’。”陆

嗣君说，他们会排除万难，带领祥

欣居民坚守阵地，直至战胜疫情。

本报记者 杨洁

4月24日傍晚，长宁区程桥二

村小区门口，一批程家桥街道统一

发放的生活物资已经到达。程桥

二村党总支书记于红娟一呼百应，

物资搬运小分队迅速集结，大家和

居委干部一起热火朝天地搬运、分

发，终于在晚上8时许，把物资全

部送到了居民家中。因为穿着“大

白”干活，大家湿透的衣服，都能拧

出水来。

“我们小区现在还是封控区，

要求‘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要做

好这8个字，真是离不开我们小区

这批年富力强的志愿者们！”于红

娟感慨，“目前小区秩序平稳，环境

整洁，居民生活安定，已做到应转

尽转，阳性患者和密接都已被转

走，小区连着好几天全员核酸检测

阴性，可以说是越来越安全了。”

程桥二村是老式小区，有

1428户居民，实有人口近3000人，

老年人口占35%以上，党员比例达

到10%。“我是党员，我先上。”3月

底以来，小区新成立的以青年党员

为主力的200人志愿者队伍，陆续

被分成了核酸采样、抗原分发、就

医配药、物资搬运、垃圾清运和送

餐上门等6支小分队，分工协作，

积极主动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因为小区每天都要进行核酸

采样，工作量非常大，核酸采样小

分队也由最初的5个小组增加到8

个小组。随着志愿者人数的增多、

做的次数增多，配合度越来越高，

小区居民每天做核酸的时间也从

一天缩至两个半小时。值得一提

的是，小区采用了“居民不动，大白

动”的检测方式，除了阳楼或特殊

人群是上门检测外，正常楼栋是采

样人员到达楼下后，居民再下楼检

测，66个楼栋就有66个检测点位，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

封控小区的垃圾清运问题也

需要非常小心。由物业经理领导

的垃圾清运小分队每天从晚上7

时开始到每个单元楼门口收运生

活垃圾，然后运到小区大门口，一

直要忙到晚上十一二时。另外，送

餐上门小分队每天中午会到居委

会领取盒饭为10位高龄独居老人

送爱心餐，给他们送上特殊关爱。

本报记者 屠瑜

松江区中海悦庭小区

防范区封控区并存 有章可循守阵地

长宁区程桥二村小区

足不出户上门服务 小分队迅速集结

流调，是疫情防控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除了追踪传染源、排查密切接触者、阻断传

播外，还要根据新增阳性感染者在时间、空

间和人群的分布特点，排查疫情防控风险

点，为下一步调整防控措施提供依据。作为

社会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之一，22日启动的

流调排查行动重点聚焦新增感染者，新发现

的初筛阳性人员做到流调排查日清日结。

■ 长宁区程桥二村小区核酸检测“居民不动、大白动”

受访者供图

流调梯队尽出
覆盖每例新增
“您好，这里是浦东疾

控，请问您是……”“请问您

是否去过……”这是王诗颖

近期说得最频繁的话，已经

记不清说了多少回了。王

诗颖是上海健康医学院的

20级公共事业管理（本科）

班学生，目前正在上海市浦

东疾控支援流调工作。该

校陆续有40多名00后大学

生加入了疾控队伍，参与电

话流调、密接及次密接者信

息汇总和派单、隔离点跨区

及跨省协查、国家系统初筛

录入……

也许有市民要问，最近大家都

封控在家，抗原和核酸筛查参加了

很多轮，现阶段还有人做流调吗？

做流调是否还有必要呢？对此，市

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说，目前上

海市疫情形势复杂严峻，流调工作

仍然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需要

对每一例新发现的核酸检测阳性

人员进行流调。现阶段流调工作

的重点，一方面是聚焦对核心流调

信息的调查，尽快追溯病毒感染来

源同时判定密切接触者；另一方面

是进一步加强对市场、工地、企业

等集体单位进行流调，这些集体单

位人员密集，交流频繁，容易引起

聚集性疫情。

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防控现场

工作组副组长潘浩告诉记者，三区

划分后，尽管人员流动性变小了，

但在疫情高位运行的情况下，流调

的量还是大大增加了。市疾控中

心已将所有流调梯队都调动起来，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统一调配下，

对重点区域提供支援，确保流调能

覆盖每一个感染者。

“流调的主要作用有两个，一

是为了尽快判断出感染者的密接、

次密接，做好这些人员的隔离、转

运，切断病毒的传播链，防止疫情

进一步扩散；二是为了溯源，要找

到病毒的传染源在哪里，找到了以

后要清掉，要进行消毒，还要进行

相应的控制措施。”潘浩说。

“三区”动态划分
流调重点不同

“三区划分后，流调的重点是

有所不同的。封控区、管控区的居

民如果感染，相对轨迹比较简单，

无非就是家人、邻居等，还有接触

过的快递包裹。我们发现，家庭聚

集性疫情在本轮疫情中相对较多。

难度比较大的是防范区，防范区居

民遇到的人员更多。我们通过电

话、视频、现场走访等途径，合理判

定密接和次密接，找到传播链并及

时切断。”潘浩告诉记者，这一阶段

工作的重点是排查共同居住、共用

电梯、同楼层及上下楼层等人员。

众所周知，奥密克戎的传播速

度非常快，本轮疫情中已出现多起

家庭、社区、工地等聚集性疫情，如

果阳性感染者的密接者没有被追

溯出来，就有可能会引发新的传

播。因此，流调和核酸筛查行动是

一样重要的。今天，本市又将迎来

“核酸大考”，并将根据结果进行新

一轮的“三区”划分动态调整。潘

浩说，此后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推

进，以及防范区的增多，人员流动

变得密集起来，接触的人多了，轨

迹也变丰富了，流调任务会更艰

巨，要求也更高。

潘浩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

还要聚焦另一类重点人群，也就是

一线的保供人员，这也是流调工作

近期及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好在，

本市对保供人员实施“抗原+核酸”

双筛查的举措，一旦发现异常，将

立即通过电话、视频、监控，以及场

所码等信息，详细了解他的行动轨

迹，进而把密接、次密接人员管控

好，将传播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推进复工复产
防聚集性疫情
4月20日，上海宣布崇明区达

到社会面清零目标。记者了解到，

在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合力推

进下，聚焦52类公共场所及居住

场所建立了“场所码”服务疫情防

控的闭环应用管理机制。崇明全

区已有近6000家法人主体，对

10000余个重点场所铺设场所码，

累计扫码量近130万人次，多次为

疫情中的流调提供了精确化防疫

溯源，降低了普遍排查成本。

其实，为了实现疫情防控时期

人员流动的精准到人、精准到时、

精准到地，4月初全市便开始推行

了场所码。崇明区还在一些人流

较大、通行效率要求较高的重点场

所，例如超市、医院等，逐步由“场

所码”升级为“数字哨兵”，居民只

需通过扫描健康码或者身份证就

能实时核验核酸检测结果、身份信

息、体温等具体信息。

奉贤区也将“场所码”“数字哨

兵”核验作为复工复产的前置条

件。凡是要复工复产的企业，都要

通过“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对复

工复产企业人员的核酸检测、抗原

信息、疫苗接种等防疫数据进行比

对。一旦疫情抬头，这些信息系统

将会为流调工作提供信息化手段

支撑，尽快锁定密接人员，应进一

步加强对菜市场、超市等公共场所

的流调技术和水平，防止在人员密

集流动的行业和场所发生聚集性

疫情。 本报记者 左妍

对每例新发阳性人员都要做流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