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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身为江湾镇街道彩虹湾虹纺

居委会主任，杨俊几乎每天都要接

到这样的电话。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两月有余，

广大城市居民对进出小区时测体温、

主动出示出入证等流程早已不陌生。

而彩虹湾社区的居民，除了配合完

成上述工作，他们当中部分人从外

地返沪时还有一项必要的手续：添

加居委会主任杨俊的微信。

这是为什么？原来，彩虹湾是

目前上海中心城区规模最大的保障

房社区。现在已有的两期住宅中，

仅第二期金枫里小区就有 2800 套住

房，6700 多人。如此多的居民中，

将近三分之一是非上海户籍，合租

户占到 10%，这在城区也非常少见。

“我们这个虹纺居委会非常新，

成立于 2018 年 5 月。可以说在疫情

发生之前，我们对于小区居民每家

每户情况的了解是不足的。所以我

们此次疫情防控的重点之一，首先

就是搞清楚每一户的具体情况。”

杨俊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对此，杨俊和赵平提出让每个人

返沪时添加杨俊的微信。成为微信好

友后，杨俊再根据每位居民的情况，

逐个发送具体的防疫要求。“姓名、

楼号、室号，何时何地（省加市）回

复私信我，谢谢！”这是他两个月来

在微信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通过这

种最直接的“地毯式”统计，居委会

得以完成对每户居民的信息搜集。 

从 1 月底至今，杨俊的微信上

已经多了 1700 余人。然而，加微信

只是精细化防疫的第一步。由于每

个人情况都不同，会有各种各样的

需求，这大大增加了杨俊和同事的

工作量。小喇叭要喊、楼道要兜、

卫生要搞、外卖要送、垃圾要倒……

除了这些琐事，更有各种意料之外

的情况等待处理。

“我就是从昨天开始感觉心口

有一点点闷，有一点想咳嗽的感觉，

但是目前还没咳起来，这不是特殊

时期嘛，所以咨询一下。”2 月，有

一位浙江回来的居民告诉杨俊。简

单交流过后，这位居民提出想去医

院检查，但他当时刚回来不久，又

没有出入证。于是，杨俊便安排他

出门，并告知应该去哪所医院。“保

持联系，再晚也打我电话。”从“加

微信”工作开展以来，这样的对话

成为杨俊每天从早到晚的日常。最

终，这位居民经过医院细致检查，

确定只是普通的呼吸道感染。

人多的时候，每天有上百人从外

地返回金枫里。如何将防疫工作做到

精细化管理的同时，争取到每位居民

的充分理解，杨俊提到最多的是“同

舟共济”。2 月初，居委会和小区物

业人手没有全部到岗，招募的志愿者

也尚未开始工作，很多工作都是杨俊

和赵平等人自己上门去做。

“当时我们小区有个外地回来

的小伙，他乘坐的高铁上有人被确

诊。回来后居家隔离，他一开始也

有点担心。我就告诉他，小伙子抵

抗力好，不要过分焦虑。同舟共济，

有什么需求就告诉我们。”杨俊对《新

民周刊》说道。

令杨俊感到欣慰的是，一方面他

们注重跟居民的沟通技巧，另一方面

大多居民着实配合和理解。隔离期间，

有一天中午这位小伙提出想吃橙子，

在微信上告诉了杨俊。“我那天实在

是太忙了，一共 147 人从全国各地回

到金枫里。傍晚我才看到消息，表达

歉意后跟他说一会就把橙子送来。小

伙说没事，看我一直在微信群里发消

设了“快递集市”。

远远地看，由一整排红色帐篷

支起的“集市”，蔚为壮观。数以

千计的快递物品均按快递公司的品

牌分开存放，而面戴口罩、定期做

好卫生消毒工作的物业人员、居委

会干部等，则成了快递“守护者”。

由于有了这样的中转“集市”，减

少居民取件时不必要的接触，避免

了病毒的传播可能性。

令人“意外”的是，社区还发

明了冷暖两分开的组合式快递空间。

普通快递按居民所在楼号摆放在快

递架上，餐饮外卖则一律储藏在一

个白色篷房中。

每天傍晚时分，下班回家的居

民们有序排队去取快件，注意保持

人与人的间隔，特别安静祥和，又

充满“人情味”。而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晴空万里，“快递集市”志愿

者们始终坚守在那里。刘玉伟表示，

“疫情防控是一场来不得半点松懈

的硬仗，但具体做起来也必须是温

暖的，有智慧的”。

“地毯式统计”背后的
精细管理

战役期间，基层工作者变得异

常忙碌，电话经常被“打爆”。

3 月最后一天早晨，杨俊接到一

通来自湖北黄冈的电话。“你好，

我是湖北黄冈的。之前住在金枫里，

请问我现在可以回来了吗？”“当

然可以，欢迎你回来。不过，也请

你回来前做好准备工作，尤其是你

的湖北健康码、通行证，方便我们

核查。”杨俊在电话里说道。

从3月中旬湖北各地陆续“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