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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的他们，牢牢顶住“大后方”
敲肿的双手、 沙哑的声音、 疲惫的 “隔夜面孔” ……

除医院外， 还有哪里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答案是

社区。

疫情当前， 绝大多数居民过上了一个从未有过的 “宅春节”。 但对社区工作者

而言， 每天 “步行数” 动辄两万步却成为了妥妥的 “标配”。 电话打不通的居民、

远程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们都要一一上门确认、 核实。 敲门敲肿的双手、 喊到

沙哑的喉咙、 一张张疲惫的 “隔夜面孔” ……这些画面， 共同汇成了这个特殊春

节里的 “特殊记忆”。

可以说，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将社区工作原本复杂琐碎的特征又放大了无

数倍。 买菜、 收快递、 倒垃圾、 预约口罩……这些原本并不在 “小巷总理” 任务

清单中的事项也一一出现。 这些为我们跑上跑下的社区工作者们， 其实也是普通

人。 一开始， 他们也需要对自己做心理建设。

除了当好居民们的 “代购” “跑腿”， 社区干部们还面临着一项更为艰巨的任

务———求解个性化方案。 这个春节， 一张张通知单飞向居民区， 下达了预约口罩

等在内的各类任务。 但这些任务大多只有要求或目标， 具体实施细则， 还要靠着

“小巷总理” 们的智慧大胆摸索。 比如， 年轻人扎堆的社区可以选择线上交流， 但

老年人占大多数的社区却还是传统面对面方式奏效。 因地制宜、 因人不同， 各个

居民区针对同一道题目解出了不同方案。

身处一线的他们， 其实也遭遇了不少烦恼。 通知刚一下达， 心急的居民们就

跑来要方案、 要细则。 于是， 他们通宵达旦、 连夜加班， 将各种可能性一一考虑。

第二天一早， 他们又跑遍社区楼组， 开始张贴通知单……

守在社区一线， 他们知晓， 只有将这座城市的 “大后方” 牢牢顶住， 才能确

保这场 “疫情阻击战” 取得最终胜利。

隔离！

发现重点地区来人

1 月 25 日深夜， 闵行区梅陇镇曹

中村党总支书记汤爱斌得知一辆 “皖

D? 牌照车辆驶入曹中村十组 。 在全

方位宣传和细致排摸下， 村委会了解

到该车是从湖北省武穴市回沪， 车上

有三名青年 ， 还有一个婴儿 。 其中 ，

两名青年和婴儿为在沪打工的一家三

口， 他们租住在曹中村十组一户村民

私房中。 车主为安徽籍人士， 妻子老

家在湖北 ， 春节前全家到湖北探亲 ，

返沪时随车带回一个湖北亲戚。

“无论这四名人员是否有过与病源

直接接触的历史 ， 都要采取万全措

施 。” 汤爱斌第一时间上门与居民进

行了沟通， 双方一致同意： 返沪人员

开始 14 天的居家隔离措施 ， 由村委

会派人轮班值守， 保障这户人家的日

常生活…… “他们现在体温正常， 身

体状况挺好 。” 听到社区卫生中心医

护人员这样说， 已经忙碌了一夜的汤

爱斌长舒了一口气， 仔细关照值守人

员后才放心离开。

这户居民开始了居家隔离， 但摆

在汤爱斌和村干部们面前的又一个难

题是： 出租房条件简陋， 没有独立厨

房 ， 吃饭问题怎么办 ？ 汤爱斌决定 ，

每天的饭菜由村干部送到家门口， 其

他生活需求由值守人员协调解决。 同

时 ， 协同医护人员每天上门测量体

温， 及时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 与此

同时， 汤爱斌还和村干部们第一时间

对该户房屋和周边 、 以及那辆 “皖

D” 牌照车辆进行了消毒 ； 同时对周

边村民加强了呼吸道疾病预防常识普

及工作 ， 让村民们主动做好防护工

作， 又不要过于恐慌。

看护！
“独居小囡”
有了“居委爷爷”

大年初五，闵行区颛桥镇金榜居民

区书记沈建国接到颛桥派出所的求助

电话：“沈书记，居民区有个小女孩的父

亲突发脑溢血被急救送医，母亲跟着前

往医院陪护，在上海举目无亲，孩子只

有 8 岁，您看怎么办才好？ ”

“就让我当一次居委爷爷， 我来照

顾这位小朋友吧！” 沈建国当即把孩子

领到了自己家中， 主动担负起照料小

女孩的责任。 突如其来的疫情中， 沈

建国和上海所有基层工作者一样， 成

了 “春节不归人”。 白天上班， 沈建国

的妻子就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 夫

妻俩像对待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衣食

起居无不一一照料妥当。

口罩！
志愿者登门
半天完成登记

闵行区春申社区由 5 个小区组成，

而且大量是原住居民， 大家都聚到居

委会来排队预约口罩 ， 容易交叉感

染———在获知由基层居委会统一登记

购买口罩的信息后， 春申居委会书记

袁慧虹就开始考虑可能出现的人员集

聚问题了。

改由志愿者上门， 由志愿者入户

登记， 是否能化解风险？ 袁慧虹想到，

前期防控战 “疫?， 新桥镇组织机关干

部化身志愿者， 带头走到基层点位上

去， 并动员社区居民担任志愿者， 自

愿负责小区的门卫询问和小区宣传 ，

效果很好。

袁慧虹将这一想法在 “春申社区

防控群? 里告诉大家后， 很快得到了

积极反馈。 方案确定后， 袁慧虹将居

民区分成了 27 个小组， 每个小组由 2

名志愿者上门登记核验身份， 是否需

要口罩以及需要多少口罩， 一一登记

在册。

社区居民的守望相助、 礼让相帮

让袁慧虹大为感动。 “最棘手的问题

是， 登记顺序如何排列， 这直接影响

后续收到口罩的时间。 现在的方案是

按照门牌号排列， 大家都很支持， 没

有任何异议。? 在登记的过程中， 一些

家里已有口罩存量的居民主动放弃预

约， 留给有急需的居民。

“志愿者登门， 老百姓宅家， 人员

集聚的问题就解决了 ?。 袁慧虹很欣

慰。 最终， 原本需要几天的工作， 半

天时间就完成了。

本报记者 周 渊
通讯员 牛立超

来自一线的镜头

平时的凝聚力，就是此刻的战斗力
7名居委会成员如何守护 1900多户居民的安全？ 这名 “80后” 居民区书记说：

嘉定区真新街道虬江社区， 有 1900

多户居民；社区工作人员 7人。 光是凭这
一组数字对比， 居民区书记李博文就知
道，这定是一场硬仗！

李博文，1981年出生。 虽然即将迈向
四十岁， 但对于一名居民区书记而言，不
满四十岁的他还是一名 “小年轻”。 两年
前，李博文来到虬江社区。 这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就是检验他这两年工作成效的一
次“大考”：光靠居委会的 7 人团队肯定不
够用，就看平时在社区工作中有没有积累
下足够的“情分”。

平时的凝聚力，成为了此刻的战斗力。

许多居民主动向居委会提供小区居民外出
或回沪的信息，为特殊时期的社区治理出谋
划策。 这位“80后”书记说：“有了居民们的
支持，织密社区防控安全网，我有信心。 ”

两年里常常跑社区，如今张
家阿姨、李家姆妈都是“信息员”

“80 后?青年李博文是社区里难得一见的年

轻男书记。 别看他年轻，社区工作经验却一点儿

不少。 在到虬江社区之前，他已经积累了长达 10

余年的社工经验。 社区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许

多小年轻会觉得繁琐，但对这份需要“熬得住?的

工作，李博文乐此不疲。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也将社区管理这种千头万绪的工作性质体现

得淋漓尽致。 排摸统计、为隔离人员送餐……社

区里的大事小情，统统要靠这位“80 后?书记统

一调度。这几天，居民们透过窗户，常常能在社区

里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戴上口罩，骑着电瓶车，李

博文一次次查看居家隔离人员是否安全在家，有

时还要上门送些生活用品、 再帮他们带走垃圾；

小区物业消毒药水不够了，他马上从居委会匀出

几瓶；保洁人手不够了，他又会主动帮着一起冲

洗隔离专用垃圾桶……

两年来，他在社区里奔波，许多居民早已和

他熟络。 如今的特殊时期，他们成了社区工作的

“信息员?：谁家刚刚从外地回来，谁家的房屋出

租了，只要一掌握情况，张家阿姨、李家姆妈定然

会第一时间拨通李博文的电话。 也正因此，李博

文说：“有了居民们的支持，我心里很踏实。 ?

特殊时期， 全力温暖人心
就是全力凝聚社区战斗力

在居民们眼里， 李博文是位好脾气书记，对

大家几乎“有需必应?。 但李博文却直言，尽自己

所能帮助居民，能让他们暖心；而感受到社区温

度的居民们，也会尽己所能共同为社区安全出把

力———特殊时期，温暖人心就是凝聚战斗力。

1 月 29 日下午 2 点多， 居委会办公室里响

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正在值班的李博文接起

电话，还没等说一个“喂?字，电话那头就响起周

阿姨急切的声音：“哎呀，我的火车票到现在都退

不了，急死我了！?李博文耐心安抚了周阿姨的情

绪，这才慢慢从她口中了解到具体情况。

周阿姨 1 月 16 日从湖北阳新出发， 到上海

看望子女， 并提前买好了 1 月 30 日的返程火车

票。谁知，疫情突至，把原本打算返回湖北的她留

在了上海。 70 多岁的周阿姨一向生活节俭，这将

近 300 元的车票钱，她很是心疼。 李博文安慰周

阿姨，“不要急，慢慢说。 ?

周阿姨之前一直联系 12306 铁路客服，可电

话接通后，智能语音服务让老人手足无措。后来，

她又从朋友那里听说，手里的纸质车票必须本人

到火车站凭身份证才能退，可自己还处于医学隔

离观察期，没法出门。 眼看第二天就是 30 日了，

可车票却还是没有退成，着急的她便打电话到居

委寻求帮助。

“您别急，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帮您。?挂了电

话，李博文二话没说，就骑上电瓶车出门了。他先

想到最近的火车票代售点问问情况，结果却吃了

个闭门羹。 特殊时期到处跑，不是办法，他想了

想，掏出手机，拨通了在上海南

站工作的一位朋友的电话。 随

后，他了解到，铁路部门发了延

长退票时限的通知， 周阿姨的

纸质车票可延期至 3 月 25 日

24时前办理退票。 知道这一消

息后， 李博文立刻给周阿姨打

了一个电话， 给她吃了一颗定

心丸。

故事到这里，本也可以结

束。 但骨子里带点执拗的李博文却觉得，一定要

帮周阿姨将这件事情完美了结。 回到办公室，他

又登上 12306 网站仔细琢磨了一下。在了解网上

退票流程后，他再一次打通了周阿姨的电话，“阿

姨，您会用电脑吗？会的话，我可以教您在网上就

把票退了。 ?“真的吗？ 太好了！ ?通过电话，李博

文耐心地教周阿姨一步一步操作，终于火车票给

退了。 周阿姨激动得连声道谢。

说话间，李博文的手机再一次响起。 接完电

话，他骑上电动车，又一次出发了……

村居巷陌四通八达怎么办

出入有凭证，“隔离”不“隔心”
平均一个村 16个出入口！ 吴泾镇摸清进出村的大小路口， 封闭 56个，

其余 43个路口 24小时值守

2 月 10 日，各行各业将陆续
复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压力再增。 地处上海市
闵行区的吴泾镇拥有 6 个行政
村，外来人口众多，村居巷陌四通
八达、民宅四散，全力“防输入”，

重视“防扩散”，吴泾镇发出 “守
土有责”集结令。

摸清进出村的大小
路口， 志愿者贴满暖宝
宝寒夜里守住村口

中午 12 点， 共和村口很少见到人

影，一辆轿车行驶而来，一旁执勤的志愿

者示意停车检查 ：“您好， 请登记信息，

车上人都要量一下体温。 ? ……这一场

景，这段时间在吴泾镇经常出现。

返程高峰开始后， 疫情防控再次面

临考验。 早在 1 月 30 日，吴泾镇就对返

沪人员体温检测与信息采集提出了具体

要求。首先就是摸清进出村的大小路口、

设计村民回家路线。据介绍，吴泾镇 6 个

行政村共有 99 个进出口， 平均一个村

16 个之多，经过反复商议后，封闭了 56

个进出口， 对没有封闭的 43 个路口，委

派志愿者实行 24 小时值守，对入村人员

测温、对外地返沪人员进行登记。 为此，

这些路口每天平均有近 300 位工作人员

24 小时守护。

6个行政村迅速行动起来。值班人员

一时找不到。 怎么办？ “共产党员上，村干

部带头！ ?星火村主任杨文斌当机立断。

1 月 30 日晚， 夜间乡下的温度直逼

冰点，路口少有行人车辆来往，但杨文斌

和村委会副主任秦雯守了一夜， 没敢合

眼。和平村村干部陆超同样是“白加黑?模

式，白天巡逻、夜晚值守，连续工作超过

30个小时的他说，“没事，再坚持坚持！ ?

为了让各村的工作人员、 志愿者也

能歇一歇，吴泾镇机关、各职能部门工作

人员火速增援。 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已经分成 5 个组， 分别结对镇域内 6

个村进行路口巡查。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

任、 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何宏青说：“严防

死守、不留死角，我们要用群防群治的方

式筑起对抗病毒的严密防线。 ?

瑟瑟寒风中， 很多志愿者在衣服里

贴满暖宝宝御寒； 轮到换岗就在车里小

睡一会……志愿者们守在吴泾镇的 43个

路口筑起一道屏障，守护着家园的安全。

每个村都有近千人
返沪， 及时推出临时出
入证

返程高峰到来， 吴泾镇预计每个村

都有近千人将返沪， 村宅面临的压力陡

然上升。如何做细做实防控工作？吴泾镇

决定采用凭证出入的“土办法?。

1 月 30 日起 ， 镇里 6 个行政村所

有外来村民都要持证出入。 共和村精心

制作了“平安村宅出入证?，正面印上了

防疫温馨提示， 反面则需返沪的市民填

写个人信息。 其他各村也制作发放了类

似的出入证，并在村口设立专区，由工作

人员指引排队等候、领取表格、测体温、

登记发放证件等，现场井然有序。“谢谢！

你们辛苦了！?返沪村民也对登记工作表

示了理解。 截至 2 月 1 日 17 点，仅星火

村就为 1750 人登记并发放了通行证。

“请大家都戴好口罩、排好队，人和

人相隔一米；9 组的住户请先等一等，让

住得远的 4 组和10组先来，我们 24小时

接待，请放心。 ?新建村外来人口办公室

里，钱曼莉的声音已经有点嘶哑。这几天，

为了方便没有离沪的外来村民办证，身为

就业协管员的她主动请缨来当志愿者，被

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护村女侠?。

非常时期， 对于村里多户涉重点地

区的居家隔离者，村干部和志愿者们自愿

充当外卖员、快递员，每天上门送菜和生

活必需品、收垃圾，并及时记录体温、健康

状况，一日两次上报。 他们说：“隔离不是

孤立、排斥，隔离不隔心，非常时期，我们

更要用暖心的服务消除他们的恐慌。 ?

相较于社区， 敞开式的村宅需要更

细致地防范，守土有责，是吴泾镇每一位

守护者平凡而朴素的信念。 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 他们用每一个琐碎又繁

复、 却又容不得一丝疏忽的细节织起一

张最严密的基层防控网。

■本报记者 周 渊
通讯员 张毓雯

题图 ： 吴泾镇各村党

组织均实行 24 小时值守 ，

对入村人员进行全面排查。

上图 ： 李博文一次次

骑着他的电动车进行排摸

统计。

摄影 许赟晨
左图 ： 自除夕夜起 ，

曹中村党总支书记汤爱斌

再没有回家睡过觉。

下图 ： 吴泾镇各村村

干部及志愿者白天巡逻 ，

晚上值守。

上图 ： 曹中

村党总支书记汤

爱斌正在村里进

行全方位巡查和

细致排摸。

左图 ： 吴泾

镇防控志愿者控

制进村入口 ， 重

点做好返沪人员

的体温检测与信

息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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