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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民意 民智 重整行装再出发汇

>>>建议：疫情期间，有的家长因坚守抗疫一线而对孩
子缺乏生活照料，有的孩子经历了转运、隔离……因此建议学

校以“六个一”线上相约方式关爱学生，即通过一次全员排摸、

每周一次关爱、每周一次家校沟通、每周一节心理辅导（毕业

班）、每周一节班会课、每天一次家务劳动，守护好学生身心。

建议人 朋玲燕
>>>回应：松江区向阳小学班主任石晓芬老师每天坚

持做到云端“一个都不能少”。早上八时，她准时打开直播，

等着镜头对面的孩子，隔着屏幕先给其一个大大的拥抱，奖

励早起的娃。

得知班上小殷父子俩被隔离的消息后，松江区实验小学

班主任王建玮老师时刻与他们保持联系，温馨提醒对方该上

课了，该运动了，该休息了……隔离四天后，王老师感觉疫情

形势严峻了，为了让孩子们做好心理准备，决定召开一次主

题为“为抗疫先锋点赞”的云班会，在王老师引导下，孩子们

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参与这场没有硝烟

的抗疫斗争。大家的“心”系一处，松江教育近3000位班主

任老师就这样隔屏守护“云端娃”。

居家学习期间，不少学生难免产生情绪波动。为此，九

亭中学心理组章盼雯老师通过“我的九宫格日记”心理课程

辅导，引导同学们通过记录生活的方式，对抗时间，缓解焦

虑。九宫格日记类似于朋友圈的打卡，九个格子对应着不同

的内容，可以循环使用，每天只改动需要变化的内容即可。

“有了这个九宫格之后，我每天都会坚持锻炼，同时保持一个

好的心情。”“我在完成这张表的时候把心里的想法、心情都

表达了出来，感觉表达完以后很舒适，觉得九宫格既可以记

录生活，又可以激励自己。”学生们纷纷评论留言。

而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的一群孩子开着摄

像头，听着音乐开启了一节不太一样的“劳动手工课”。云端

两头连接着师生互动对话，一片片彩色玻璃片通过孩子们的

手变成了一件件不尽相同的作品。在你一言我一语中，学生

们的情绪得到释放，课堂的温度在有说有笑的对话中也变得

温暖……在老师们陪伴下，松江区12万多名中小学生度过

了疫情封控下的每一天。 本报记者 季晟祯

相约线上
守护孩子身心

>>>建议：社区组织居民做核酸辛苦，居民排队等
候核酸检测焦虑，扎堆领取快递存在疫情防控隐患……

能否将信息化数字化工具、手段应用到社区防疫上，装上

“智慧大脑”为小区疫情防控减减负。

建议人 袁艺超
>>>回应：通过“双报到”，袁艺超在长宁区仙霞新

村街道杜家宅小区当上了志愿者。每次组织核酸检测，

手持大喇叭喊破嗓子仍有居民说听不到不晓得；下楼领

取快递，居民又一窝蜂扎堆增加了交叉感染风险；重要事

项通知，楼组长们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一一通知到户。

作为志愿者，袁艺超尝尽了防疫工作“考眼力”“靠脚力”

的艰辛，但作为“技术男”，他一直在琢磨除了“人防”，“技

防”该如何为疫情防控减负，更好为居民服务。

在不断寻找中，一款由西井科技开发的数字化社区

防疫管理微信小程序“井井有序”吸引了袁艺超的注意，

其中有核酸叫号、快递通知等功能。“好应用好工具就应

该立刻使用。”这份建议通过常设在杜一居委会的“人民

建议征集邮筒”送到了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陆菊敏手上，在

向街道报备后，小区就在袁艺超的牵头下，开始了紧锣密

鼓的小程序需求对接和社区测试。

扫描所在楼栋的二维码，输入门楼号、室号、居住人

数的信息，录入账号信息就能绑定。小程序操作简单上

手容易，界面友好又可防止信息过度收集，袁艺超为小程

序准备了图文指南。小区830多户居民中超80%用上了

“核酸检测叫号系统”。尤其是居家远程办公的居民，对

此连连称赞：经常在线工作，容易错过小区重要通知和核

酸安排。当天做抗原还是核酸，什么时候去排队省时省

力，什么时候去拿消毒静置后的快递安全……如今在线

就能看到通知提醒。

有了“神器”助力，小区的防疫工作也装上了“智慧大

脑”。居委会不仅解决了防控重要通知精准送达的难题，

还可以后台管理叫号通知，同时通过“电子社区出入证”，

精准安排风险人群居家健康管理和居民安全有序错峰进

出。 本报记者 王军

>>>建议：“申”活重启，但许多商铺在开业过程中面临着
不少现实困难，政府部门应多配备为它们服务的“店小二”，在紧

密联系、无缝衔接中，助城市早些恢复往日的烟火气。

建议人 谢晓玲
>>>回应：收到建议后，石化街道组建了相关的“服务

专班”，专班共有10名“店小二”，负责审核白名单企业，指导

生产防疫方案的制定及实施，并联合其他部门，一起实地查

看防疫方案的落实情况。目前，在“店小二”的努力下，除了

棋牌室、电影院、KTV等负面清单店铺，街道的商业店铺将

全部开放。

街道的“店小二”模式让烟火气逐渐复苏，为了巩固来之

不易的抗疫成果，街道开展“三扫一敲”即“扫街、扫社区、扫

楼、敲门”行动，采取红、黄牌机制，来加强对商铺疫情防控

方面的监管力度。为此，街道落实落细了“三级巡查网

络”，即由社区志愿者组成一级社区巡逻队，负责周边商铺

巡视；由机关志愿者组成二级机关督导队，负责网格化督

导；由执法部门组成三级联合执法队，负责开展全域式集

中执法。这三者横纵覆盖、互为补充。为了让“三级巡查

网络”更好发挥作用，石化街道将所在辖区商铺分为五个网

格，每个网格有400家左右的商铺，每个网格配备25名机关志

愿者为“店小二”开展地毯式走访，建立“疫情防控管理档案”、

落实常态化巡查、落实动态情况报告等工作制度，有效掌握商

铺各项动态信息，及时解决商铺出现的难题。

在日常巡街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在蒙山路

板桥西路公交站附近，第四小组“店小二”两名成员发现了一

名骑非机动车不慎摔倒的男子，见他头部和口中血流不止，当

即拨打了110与120。由于天气炎热，他们第一时间疏散了围

观人群，向商户借了一把阳伞，为伤者遮阳降温，并拿出毛巾

帮伤者按压止血。在救护车接走伤员后，“店小二”同现场民

警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隔离栏进行了调整，避免意外再次发

生。截至目前，“店小二”模式已服务2000多家商铺企业，

巡查商户29868次。 本报记者 徐驰

>>>建议：崇明庙镇的许多菜农在庙镇集贸市场摆摊卖
菜，自产自销。但这次受疫情影响，庙镇集贸市场在今年3月底

暂停营业，这么多菜农种植的蔬菜没销路了，这将给他们带来

巨大损失。建议属地相关部门创新农产品购销方式，通过以购

代扶、志愿服务等形式，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将菜农们的菜化

零为整，解决蔬菜滞销难题。

建议人 戴如堂
>>>回应：庙镇庙中村村民周老伯是一位菜农，封控

前，他在庙镇集贸市场包了一个蔬菜摊位卖菜。眼看菜场关

闭，自家的蔬菜卖不出去，着实急坏了老伯。

庙镇相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在庙镇的20多个村居中，

大部分个体农户都碰到了滞销难题。怎么解决？了解情况

后，庙镇以集体企业上海花红永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运营

主体，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牵线搭桥，在多方努力下，最终

对接上了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花卉发展有限公司，帮助菜农解

决了蔬菜销售问题。

上海花红永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曹愉告诉记者，

菜农们种植的蔬菜品种十分丰富，有根茎类蔬菜，也有叶类

蔬菜，包括鸡毛菜、卷心菜、菠菜、黄瓜、土豆、番茄等等。曹

愉介绍，东方国际集团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项目，此前在庙镇

永乐村建设了一座崇明五星级民宿，5月初知道蔬菜滞销

后，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花卉发展有限公司决定采购这些蔬

菜，作为员工福利，派发给公司里1000多名员工。据了解，每

一份蔬菜包有6个品种，约9斤重。

保东村保西10队蚕豆1亩、庙中村12队卷心菜0.8亩……

各村居派专人统计、分拣、打包、装运，秉持“保证不让一棵菜烂

掉”的目标，各村居工作人员全力以赴，使得从田间地头到送上

物流车，整个过程快捷有序。上海花红永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表示，这次助农行动前后共花费了一周时间，累计销售蔬菜

1.8万斤左右，帮助了16个村居，有200多位菜农受惠。

另外还有一部分菜农的蔬菜，由村干部协助，最后销往

了庙镇敬老院。这样的购销模式，不仅让市民吃上了优质蔬

菜，还真正解决了菜农的急难愁。

本报记者 夏韵

智慧大脑
助力小区技防

商铺重启
“店小二”式服务

化零为整
“蔬”通了销路

>>>建议：随着上海转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市民
进入公共场所，“扫码”核验健康状况已成必备环节。但不

少“银发族”因没有智能手机，又不会打印纸质离线随申码，

导致出行受阻。希望有关部门能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他们

更方便快捷地获取离线随申码。

建议人 卞凤玲
>>>回应：据普陀区真光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向菁

薇介绍，她所在居委会下辖真光新秀和真光一街坊两个

小区，共有812户、约2000位居民，其中60岁以上居民占

60%。5月底，街道在分批安排居民外出购物时，她就接

到部分老人反映，进入超市菜场需核验随申码，但他们有

的没智能手机，有的不会熟练操作，结果被拒之门外。当

她告知居民可以打印纸质离线随申码备用时，很多老人

又不知该去哪儿办理。

“与其让阿姨爷叔折腾，不如我们辛苦下，帮他们跑

个腿！”向菁薇发起倡议后，居委会社工张克强和薛萌主

动“接单”，连续多日利用午休时间，前往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老人集中打印离线随申码。考

虑到纸片易破损丢失，下雨天还可能淋湿，众人又想出了

小妙招：将打印好的离线随申码裁切成巴掌大小，并用塑

封机塑封成薄薄的“随申卡”，既防水又便于携带。

这张量身定制的“随申卡”，自然颇受居民欢迎。“居

委会想得太周到了，我现在把小卡片放在透明手机壳里，

无论是做核酸，还是出门乘车、购物，只要掏出手机就行，

真是方便又省心！”居民陈老伯得意地说。

据介绍，自6月1日起，居委会已陆续帮社区内的老

年人定制了267张“随申卡”，并根据防疫措施，实时为他

们解读出行政策。

此外，为方便居民办理“离线随申码”，真如镇街道在

辖区范围内开放了7个自助服务终端点位，提供24小时

自助服务，真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给每个点位派驻

了工作人员，指导居民使用“一网通办”自助服务终端。

目前，街道已为近18000人办理了“离线随申码”。

本报记者 房浩

离线定制
老人出行无忧

>>>建议：受疫情影响，有部分企业出现用工短暂性富余
的情况，与此同时又有部分企业面临临时缺工的困境。建议有关

部门建立企业用工信息交换平台，整合企业用工人力资源，协调

相关企业用工的富余与不足，有效推动企业正常生产。

建议人 王伟
>>>回应：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开设“嘉定区共享

员工信息交换栏目”，缓解现阶段企业招聘难、用人难的

过渡性困难。

所谓“共享用工”，即劳动力富余企业（以下简称“原

企业”）与劳动者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

实信用原则，将劳动者安排到劳动力短缺企业（以下简称

“缺工企业”）工作，但不改变原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

关系。“共享用工”期满，劳动者回原企业工作，原企业应

及时接收安排。

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促中心职业介绍科

科长叶本喜介绍：“‘嘉定区共享员工信息交换栏目’面向

的企业经营地必须在嘉定区，原企业还需满足‘缴纳上海

社保’这一条件。”

据了解，原企业、缺工企业在本栏目填写申报后，区

就促中心将安排专人与企业联系，了解企业开展“共享用

工”的背景和可操作性，再就“共享用工”时长、时间段、工

作岗位、共享人数、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等进一步沟通，最

后交由区人社局进行资格审定。

位于博乐路的大润发嘉定店是此次申报的缺工企业

之一。“超市存在用工旺季和淡季，在旺季时，我们需要招

聘一些计时工来满足日常的工作需求，但由于计时工的

不稳定性，招工存在一定困难。”大润发嘉定店人力资源

科科长王艳告诉记者，从“嘉定人社”微信公众号了解到

“共享用工”后，就立即报名申请参与。

截至目前，共有20家企业完成申报。“其中，有4家为

原企业，他们可提供固定时段的用工。16家为缺工企

业，需吸纳‘共享员工’约750名。”叶本喜告诉记者。

叶本喜坦言，从申报情况来看，企业对于“共享用工”

这一调剂用工余缺、促进灵活就业的新模式还处于初步认

识阶段，后续将进一步加强对“共享用工”的指导和服务，

以促进“共享用工”有序开展。 本报记者 陆常青

共享用工
促进灵活就业

▲ 小区智慧管理小程序受居民欢迎

▲ 顾客在店内选购商品

▲ 菜农在田里摘菜

▲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的孩子们上了一节不一样的“劳动手工课”▲“共享用工”有序开展

▲ 居民接受核酸检测时亮出
“随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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