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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
同向而行

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人民建议征集成为聆听
群众心声、汇集群众智慧、助力抗疫工作的重要平
台。有这样一群人，或许身份不同、岗位不同、环
境不同，但都在为这座城市早日恢复如常，观察
着、思考着、行动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建议人。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薛亚利 我是一名科研工作

者，在疫情防控中，力所能及的参

与是我理所当然的担当。

3月16日，我所在的小区实行

“2+12”严格社区健康管理，社区工

作人手急缺。19日，小区微信群

里出现了“志愿者群”，我和丈夫立

即扫码加入。20日，志愿者上班

第一天，风大雨大，工作棚围挡被

吹鼓得起来。我看到部分志愿者

防护装备不全，缺衣少帽；雨水打

湿了眼镜，他们会脱镜擦拭；传递

物品手套磨破，有时他们也未曾替

换……我很钦佩志愿者们的付出

精神，但也为诸多防护隐患而担

忧。志愿者是社区安全的一道门

岗，如果因防护不当而感染，整个

社区安全就难以保障。

我萌生念头：要为志愿者安全

防护建言！我向人民建议征集信

箱提交了一篇“关于尽快编制发放

《社区抗疫志愿工作者分类指导手

册》的建议”，提出要对志愿者进行

岗前培训、分类指导、优化岗位标

识、提前推出电子版手册等建议。

不久后，我接到了市志愿者协会的

电话，感谢我所提的建议，并介绍

了他们开展的工作。紧接着，我在

各类信息平台看到了大量有关志

愿安全防护的知识文章、培训视

频。5月初，一份“疫情防控志愿

者分类防护指南”在“上海发布”等

多个公众号上发布。在我们小区

的志愿者工作中，我也明显感受到

大家防护意识更强了，防护行为也

更规范了。

作为一名社区志愿者，这次提

建议的经历提醒我，学者工作不仅

仅在屋中案头，还可以走向屋外门

口。我想，这就是身为学者的本分

和责任。

吴晞炜 我是一名民主党派成

员，广泛收集民意、积极开展调研、

提出合理建议，既是参政议政的重

要途径，也是热爱这座城市的表达

方式。

4月上旬，上海推出核酸码，

将核酸检测结果与被检测人信息

直接绑定，在提高核酸检测登记效

率、减轻检测人员负担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是，“核酸码”截图

在30日内可以反复使用这一便民

点，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代检冒检

的风险点。为此，我向居委干部、

小区居民以及大数据领域的专家

朋友进行了调研，听取他们的想法

并一一记录，当晚就撰写了“关于

采用多种技术手段防范核酸码代

检冒检的建议”，提出要提高人员

信息辨识度、强化大数据监控管

理，加强对快递、外卖骑手等高风

险流动人员的防疫管理。建议提

交到人民建议征集信箱后，很快得

到积极回应。很有幸，这则建议最

终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采纳。4

月下旬，配送寄递人员“电子通行

证”上线了，采取多种技术手段强

化信息动态监测，有效防止“带疫

上岗”行为的出现。

奉献点滴力量，汇成抗疫洪

流。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拨云现旭

日，雨后见彩虹！

倪晓茹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

疫情期间，除了积极配合社区做好

各项防疫工作，我还有一个“热心

建议人”的身份。

4月上旬，在一次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上，我了解到老年群体是奥

密克戎变异株感染后重症、死亡的

高风险人群，而他们的新冠疫苗接

种率相对偏低。这组数据让我感到

深深震撼。我联系了同龄朋友们，

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这么大的年龄打

疫苗没有必要，万一有不良反应会

影响到健康；还有一种人抱着侥幸

心理：认为平时很少出行，病毒找不

到自己。于是，我写了一份关于

“加强老年群体新冠疫苗及加强

针接种”的建议，指出在当前防疫的

关键时期，要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疫

苗接种，针对老年群体，要做好宣传

引导，消除其顾虑。建议提交后，得

到了市人民建议征集办的重视，他

们第一时间和我沟通，了解情况、

完善内容，而且很快就报送相关主

管部门研究。市卫健委和市疾病预

防中心对我的建议非常肯定，给予

积极的回应，不久，市里的新闻发

布会就提出了要加强老年群体疫

苗接种的工作要求。

抗疫前线需要战士，而宅家的

我也能为抗疫出份力，作为建议

人，甚感欣慰。

吴豪 我是一名基层干部，3

月中旬，刚完成驻守浦东国际机场

接运安置工作，又马不停蹄投入到

村居一线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防疫一线，我发现随着防控

形势的变化，复工企业、社区居民、

城市保障运营等群体的核酸检测需

求日益增大，而新增的常态化核酸

采样点却存在着诸如布局不够合

理、信息更新不够及时，服务外卖小

哥、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便利性不足

等问题。我想到，常态化核酸采样

点跟每个人的生活出行密切相关，

大家关心选址是否便利、采样是否

安全、服务是否便捷。于是，我思考

撰写了一篇“关于提升常态化核酸

采样点便民度的建议”，提出一方面

要做好选址调研，充分考虑上班族、

驾车族、学生族、老年人等群体的不

同需求，合理安排点位、服务时间

等；另一方面，要考虑应急需求，比

如夏季即将来临，要准备一些防暑

降温物资，增设遮风挡雨设施，开通

老幼孕绿色通道等，以备不时之需。

建议提出后，市征集办的同志很

快就与我取得了联系，一起探讨共同

研究，对建议进行了补充完善，这条

建议得到了承办部门的肯定与关注。

不论是建言献策，还是参与防

控，我责无旁贷。我也将继续努力，

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献力量。

乌明欣 我是一名外企员工，

居家办公之余，我向社区报到，投

身志愿服务，为大家出力。

在工作中我发现，由于居民不

能及时获取所在社区的疫情信息，

同小区、同楼栋居民容易相互猜

疑，也容易引起不必要恐慌，增加

社区开展工作的难度。我想，如果

在居民区每天以简报、公示等方式

在微信群里及时公开具体信息，如

核酸、抗原检测结果的汇总、感染

人员所在的具体楼栋、确诊人员的

收隔转运状态等，不仅能让大家安

心定心，更能增强居民配合防疫政

策执行的自觉性。为更好求证，我

和在其他社区服务的同事进行了

交流，大家普遍觉得信息的及时公

开，对居民心态的稳定和信心的凝

聚至关重要。于是，结合社区实地

调研和居民访谈，我向人民建议征

集信箱提交了关于细化防疫信息

公开、更好落实“四应四尽”工作的

建议。经过与市征集办工作人员

的讨论完善，建议以摘报形式转送

相关部门。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

的居民区开始及时发布各自的防

疫工作信息，内容、样式也越来越

丰富。

如今，我又投入到了社区代配

药品专项志愿行动中，奔走在街道

社区，为抗疫贡献绵薄之力。

■ 社区志愿者为居民发放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吴江路上，一常态化核酸采样点已开放使用，不时有路过

的快递小哥和市民前来检测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快递外卖骑手是生活物资保供的重要力量，为筑牢安全防

线，民警进一步加大日常检查力度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退而不休 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逐步推进

建言支招 让核酸检测采样服务为民便民

行走一线 为社区防疫信息发布出谋划策

出力献计 志愿者分类防护指南及时发布

精准助力 快递小哥电子通行证上线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