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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复工
          两手抓

“商务楼宇新开了 1 间商户，店铺没有变化”——长宁区

江苏路街道华山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潘志歌将自己负责的 3 栋商

务楼宇和 8 家沿街店铺走了个遍，摸排动态很快通过手机录入

“政务微信”，街道城运中心“一网统管”防疫专页的“办公

楼宇今日摸排户数”随即更新。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江苏路街道辖区内的24幢商务楼宇、

1000 余家企业、977 家沿街商铺，所有与疫情防控有关的信息

一目了然。街道办事处主任沈昕说：“利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

社区防控做到了全覆盖、无死角。”

还有很多最新的高科技都被引入了上海多个小区。普陀区

石泉路街道利用物联网技术，为居家隔离户安装“门体传感器”，

住户一开门，社区干部的手机上就会弹出消息……

目前，上海已有 9600 余个居民小区升级为智能安防社区，

加装智能门禁、“微卡口”等“神经元”，不仅尽可能地避免了

因人员接触而产生的交叉感染风险，更提高了社区防控的工作效

率。大数据代替人工“跑”了起来，社区防控的“篱笆”就可以

扎得更紧，所有人面对防疫“大考”的底气也就变得更足了。

精细化的分色管理

在社区，在抗击疫情的一线，一位位最基层的“小巷总理”，

也和医护人员一样，24 小时在线，24 小时待命。都说上海精细

化管理特别细致，这细致的背后、这里面的精髓、这里面最坚

实的力量，就藏在奔波在上海街头巷尾的平凡人身上。

黄昳慧是宝山区宝山五村的居民，她也是区直机关幼儿园

一线党员教师，现在宝莲城商务区参加志愿服务，每天做好进

入人员、车辆的登记和测量体温工作。

2 月 15 日，上海开始降温，室外不仅风大，晚上更是下起

了大雨和小雪，作为社区志愿者，黄昳慧手上拿着暖宝宝，但

不是为了自己取暖，而是要焐热测温仪，确保测温仪正常工作，

精准测量体温。 “能为抵抗疫情做一点是一点，这一点点聚集

起来，就是力量。”黄昳慧的话，很朴实，却也代表了每一位

上海市民的心声。

“你是谁？你从哪里回来？你要到哪里去？”这是黄昳慧的

老公宗劼每天问得最多的一句话。黄昳慧的老公是杨行镇香逸湾

居委的治保主任，每天都在居委负责排摸回沪人员（提醒返沪人

员自我居家隔离，疫情区接受医学居家隔离），负责线上对接医

学隔离人员帮助解决生活难题、预约口罩维稳排隐患等工作。

两人每天早出晚归，把家当成了旅馆，吃饭更是一切从简，

厨房里堆满了各种即食食品。“上海的各级干部都下到社区了，

这让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感到很踏实。”宗劼觉得无论是值守

小区大门，还是为居家隔离观察人员买菜、送货、扔垃圾，都

是为了“守好门、看好人”，工作上的辛苦实在不算什么。

在上海上线三色健康动态码之前，陆家嘴街道福沈居民区

墙上就挂起了一幅不同颜色的疫情防控“作战图”，不同颜色

的图钉标记着不同人员的情况——湖北重点地区租住房屋用长

红钉标记，其他区域人员租住房屋用长绿钉标记，空关户房屋

用长蓝钉标记。同时在来沪人员登记健康表上分类，湖北回沪

居家观察人员（圆红钉）；其他区域来沪居家观察人员（圆绿钉）；

未回沪人员（圆黄钉）。通过墙面一日一报表，做到疫情防控

一一对应，一目了然。

陆家嘴金融管理局则建立了楼宇疫情防控“颜色管理”机

制。陆家嘴 285 幢商办楼宇按照楼宇商居性质、入驻企业数量、

复工企业人数、现场环境、防控设施条件等不同情况，建立重

点楼宇、关注楼宇、特殊楼宇和一般关注楼宇四个等级的颜色

管控方案。各楼宇工作组和包干人严格落实楼宇分级管理措施，

确保楼宇包干工作落到实处。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还把居民区“出入证管理”制度逐步推

广应用到了商业街区、沿街商户、商务楼宇、规模性租赁住房

等区域中，进一步加大企业人员管控力度，减少人员流动。街

道的 10 名处级领导干部，每人认领辖区内的商务楼宇、商务区、

集贸市场、规模性租赁住房等约 4 处，并包干主次干道沿街商户，

将包街包楼包商场的责任落实到人，并以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工作人员对人才公寓来自不同地区的企业人员进行排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