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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也是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 放眼上海， 各区充分发
挥基层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 大数据管理成为社区防控的“前哨岗”，一句“我是党员”是最有力
的集结号， 流程图和工作规范是防控措施有效落地的制度保障…… ———编者

千方百计织密织牢基层社区防控网络

“六大包干”全覆盖，不漏一人一户

【镜头回放】
在浦东新区周浦镇， 扬子江药业

海尼制药公司这两天开动了第一条生

产线，四分之一员工复工上岗。 “返沪

人员怎么隔离？防控物资有没有到位？

员工吃饭怎么解决？ 镇里的包干小组

实地到工厂好几次， 考虑问题比我们

还细致。 ”总经理倪海华说。 倪海华提

到的包干小组， 是周浦镇为联防联控

全覆盖设置的“六大包干”之一。 为落

实属地防控、 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任

务，实现全覆盖、属地化、无遗漏，该镇

在第一时间就制定好疫情防控包干工

作方案，明确了服务保障责任主体。

“汇治理”覆盖企业社区商铺工地

【镜头回放】
昨天，徐汇区召开每日例会，在原

有多个工作组基础上，利用区域“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 的基础优势， 增设

“疫情防控大数据组”， 推动疫情防控

工作。 会上，区行政服务中心、大数据

中心与各委办局及街道镇针对疫情防

控专栏建设内容深入研讨。如，为进一

步丰富疫情防控系统功能， 实现对市

民、企业、行业和重点区域全覆盖，拟

重点上线居家观察服务、 企业人员登

记、企业复工备案、沿街商铺管理、重

点工地管理 5 项新功能。

【特色招数】
浦东新区人口多、

面积大，又是浦东国际
机场所在地。 面临返程高峰、 复工复
产，抗击疫情迎来关键当口，全区各街
镇、各部门都在积极行动，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严防严控，把防控工作落实
落细，以“六大包干”———街区包干、楼
宇包干、楼组包干、村组包干、市场包
干、 企业包干， 尽最大努力实现全覆
盖、属地化、无遗漏。

按照分片包干的要求，各个社区、

村居因地制宜， 推出了不少特色鲜明
的防控方案。 例如，具体到每户家庭、

每个人的防控信息，经1400多个“楼
长”、138位片长收集汇总给居民区党

总支后，第一时间报送街
道联防联控办公室，这就

是塘桥街道23个居民区建立楼组分片包
干后的防控工作常态。 同时，街道联防联
控办公室将疫情防控工作提示、通知要求
等通过该渠道传递给塘桥的千家万户。

在党建引领下，党员干部带头先行，

建立多层级、全方位的沟通协调网络，整
个社区迅速形成“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疫
情防控楼组分片包干体系。 以纵向贯通、

横向覆盖、内部打通、党员牵头的联接街
道、居民区、楼栋、家庭“四级 ”疫情防控
网络，通过“划片包干”的形式很大程度
解决了工作量大、信息不通畅的难题。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大数据云管理做好社区防疫“前哨岗”

【镜头回放】
本应居家隔离观察人员竟外出遛

狗！ 热心居民通过“12345”热线举报

后，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城运中心借助

“一网统管”防疫专页，立即以政务微

信向对应的居委会干部“派单”，居委

会干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将隔离观

察者劝返家中， 社区民警随后上门再

次告知居家隔离相关事项， 同时居委

会立即对相关区域消毒……目前，江

苏路街道辖区内13个居委会、24处办

公楼宇 （园区）、10个建设工地、977处

沿街商户的疫情防控信息已全数上

线，数据全汇总，实现“一网统管”。

【特色招数】
面对严峻复杂的

疫情防控形势，长宁区
坚持最严、最细、最实要求，战“疫”时刻
做好社区“守门人”“吹哨人”“暖心人”。

如何用好基层地毯式排摸得出的
数据？ “一网统管”防疫专页就是一次
探索———大数据汇总和分析为社区疫
情研判和决策提供支持，处置也能更及
时。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宁区已建起
“区疫情防控大数据系统”，用大数据和
云管理建起数据闭环，快速摸清企业复
工和人员返沪“底数”。 截至昨天零时，

全区有 13198 家企业 、59312 名员
工、40477 名居民上报信息。 数据显
示，全区已复工企业占比 19%。

长宁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数据

云”由相关部门、街镇负责区内企业、返沪
员工和返沪社区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填报
生成。 为方便使用，“数据云”特别设计了
企业版、员工版和社区居民版 3 个版本，

后台及时汇总统计当天及累计情况，为应
对预判和措施制定提供支撑。

此外，团区委、区教育局、区统计局、

区民政局还组建了疫情防控大数据分析
青年突击队，15 名志愿者加班加点对数
据统计汇总，形成信息汇集、推送、核查、

反馈、落实的工作闭环，真正让大数据管
理成为社区防控的“前哨岗”。

（本报记者 周渊）

【特色招数】
依托区行政服务

中心大数据建立起来
的徐汇区“汇治理”疫情防控系统，自2

月7日上线以来运行稳定。截至昨天，系
统累计人员注册总量达59143人，累计
访问次数达1047397次，其中最高访问
次数发生在2月8日，达234161次。

目前， 该系统已上线疫情实时查
询、智能在线客服等多项服务功能。 以
口罩预约登记为例，现已覆盖13个街道、

306个居委会、50家药房。上线以来，累计
申请9335户， 其中自动审核通过率
86%；居民信息线上登记。 系统上线以
来， 已有4235人扫码登记个人信息，

并可实现数据实时比对。

下一步拟上线的新
功能包括：居家观察服务，通过系统智能
提醒、居家自主上报、居委会抽查巡查、

机器人外呼等方式， 实时掌控居家隔离
相关人员的健康信息；企业人员登记，实
现网上扫码填报、数据比对、智能填表，

全面排摸企业复工人员、来访人员信息；

企业复工备案，实现企业复工线上填报、

街道营商办网上复核；沿街商铺管理，商
铺通过扫码上报开停业情况、 用工人员
情况及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重点工地管
理，以工地为单位，在线统一填报。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特色招数】
200多幢商务楼、

50多个园区 、50万楼
宇白领，这是静安区的显著特点。 为推动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实落细，静安区委向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发出倡议，号召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要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实践，并充分
利用大数据、网格化、党员包干等基础优
势共同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恒隆广场联合党委联合全市六家楼
宇党委向全市楼宇党组织、 党员发出倡
议书，白领驿家向全区白领发起《白领防
疫抗疫公约》，号召楼宇党组织和党员万
众一心、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静
安寺街道第一时间联系市大数据中心，

依据市、区两级防疫工作
要求 ，牵头设计 “楼企战

疫”信息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极大地提
高了企业的申报效率， 让企业足不出户，

就能够实现关于复工各项工作的“一站服
务、一口受理、一次办结”，同时街道也能
实时掌握楼宇动态。 南京西路街道启动
“一楼一预案”复工防控工作，恒隆广场指
定地点测温， 兴业太古汇实行AB分组复
工，嘉里中心每半小时对电梯进行一次消
毒等。 石门二路街道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依托微网格党建队伍， 实地排摸辖区30

个楼宇、园区，社区干部沉网入格，对复工
企业提供疫情防控指导及相关服务。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利用大数据等优势打响“楼企战疫”

【镜头回放】
昨天早上 9 点， 位于静安区静安

寺街道辖区内的高和大厦内， 由中企

物业党总支书记朱建华挂帅、 各支部

书记及党员志愿者参与的防疫先锋队

分楼层包干， 化身各楼层责任区企业

的 “日常联络员”“防疫宣传员”“舆论

引导员”“应急管理员”，一方面依托街

道开发的大数据 “楼企战疫” 信息系

统， 针对复工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上

报并帮助协调解决， 确保各楼宇复工

疫情防控事项顺利开展。同时，楼宇联

合党支部会同物业公司为每家复工企

业准备了“暖心慰问包”。

【特色招数】
疫情发生以来，黄

浦区各街道坚持社区管
控和楼宇管控双管齐下，层层压实责任，

因地制宜创新对策，筑牢基层防疫网络。

各街道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指
挥领导小组，根据自身不同情况，抽调
机关、中心、各所院办工作人员和条线
社工组成 “突击队”， 区级部门选派干
部、团区委发动青年志愿者等力量下沉
到居民区一线，支援居民区防疫工作。

同时， 区级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
制，与各街道保持通畅联络，建立每日
情况汇总机制， 掌握全区防疫动态，并
为各街道答疑解惑。

强调因地制宜，守牢门户，各街道

根据不同住宅小区人员
差异 ， 保留共性管控措

施，更建立起差别化、人性化防疫措施。瑞
金二路街道在辖区内8个主要道路口设置
“居住瑞金返沪人员登记点”；南京东路街
道制作了“南东战疫图”，将所有小区出入
口位置、管控人员配置、居家隔离观察对
象所在点位在地图上悉数标出，做到全覆
盖管控并挂图作战；应对回沪高峰，豫园
街道要求居委会协同派出所，对所有尚未
返沪的房屋及人员逐一进行排查登记，摸
清底数、锁定人群、张贴《告居民书》，确保
回来一户、登记一户、居家观察一户，切实
提升外来人员管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社区楼宇双管齐下因地制宜对策多

【镜头回放】
一早，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内，由

街道党员干部组成的企业疫情防控专

项工作小组已在辖区内对园区企业、社

区、沿街商铺等分批分类排摸，同时通

过小程序微信群，即时向复工企业传递

疫情防控措施要求。根据辖区企业分布

情况，划定西藏南路以西、西藏南路-

南车站路之间、南车站路以东 3个工作

片区，划分楼宇企业、沿街商铺、园区企

业三种企业类别，统筹调配力量，分组

地毯式排查； 目前共出动人员 359 人

次，第一时间内完成辖区 2016 家单位

的全覆盖排查、全方位告知。

【特色招数】
在疫情防控一线

工作中， 普陀区发现，

统计汇总表格消耗了街镇工作人员的
不少精力。 为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2月
5日， 普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 对原有的13类
表格予以优化及归并———保留 《各街
镇排摸重点区域返沪人员信息表 》

《街道镇新型肺炎社区防控数据统计表
(日报) (楼宇园区)》 《全区口罩预
约购买户数统计表》 3张基础数据母表
并予以改进， 归并取消其余10份表格。

这三张基础数据母表分别对应人
员信息排查、 场所防控排查和口罩统
计数据。 此次统计表格的优化调整，

确保了各类信息的及时
性 、 准确性和一致性 ，

保证条线部门能够准确判断疫情并科学
决策， 也让基层工作者能够不被过多的
数据报表所困， 腾出更多精力奋战在疫
情防治的第一线。

普陀区明确， 由区卫生健康委、 区
地区办开展数据采集工作， 其他单位需
要数据可在两个部门的数据库中生成。

各条线部门可以自行采集的数据， 原则
上不下沉到街镇及居委会进行采集。 防
疫期间， 各单位需要增加数据采集种类
的， 需经区防控办审核通过后， 由区卫
生健康委或区地区办下达。

（本报记者 单颖文）

13张表精简成3张让基层“轻装上阵”

【镜头回放】
“现在每天汇总 3 张表，一小时不

到就能填好， 且信息量一点不比以前

少。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管一居民区书记

周振文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工作人

员每晚都会将白天收集的信息一一登

记， 刚开始有 13张表格， 常要填到深

夜。 为让基层工作者不疲于填表，在战

“疫”中更有行动力和战斗力，普陀区迅

速优化调整， 将 13 张表优化精简成 3

张。工作人员只需填写《管一居委会集

中排摸信息表》《管一居委会来 （返）

沪人员健康登记表（居委会用）》《管一

居民区口罩登记微信预约登记表》。

【特色招数】
目前，闵行区已有

1600余名机关干部和
2.5万余名党员志愿者主动下沉基层，

走上街头、走进居民楼战“疫”。

闵行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先后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区级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和相
关工作提示，要求2/3的机关干部下沉到
社区一线。 通过各街镇（工业区）排摸、按
照人员缺配的紧迫程度， 闵行全区共确
定407个定点支援居委， 涉及701个小
区。各区级机关事业单位积极发动、主动
对接，全力予以支援，目前已有62个单位
派出1673名工作人员下沉社区，协助社区

开展疫情防控。 同时加强工
作统筹，由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落实防控物资保障，街镇（工业区）负责参与
人员的岗前培训，区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
后勤保障，通过多方协作配合，强化对组团
定点支援工作的全面保障。

与此同时， 闵行区以党建为引领，构
筑起严密的防控战线。区委组织部发出《疫
情就是命令、旗帜彰显担当》倡议书，号召
各级党组织、 党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
锋模范作用，得到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记
者了解到， 目前闵行区共有2526个党组
织、24898名党员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记者 周渊）

1600余名机关干部下沉社区一线

【镜头回放】
陈肖霄是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的一

名机关干部，几天前，他转岗为昆阳居

民区党总支“第二书记”，奔赴居民区

疫情防控一线。为解决基层力量不足，

江川路街道党工委 2 月 4 日起试点居

民区“第二书记”责任制。 街道首批机

关 24 名优秀党员作为居民区党 （总）

支“第二书记”，已到工作量较大的居

民区报到。 “第二书记”将在居委会书

记带教下开展居民区工作， 并在书记

轮休或者不在岗时， 全面主持居民区

工作，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

【特色招数】
与中心城区居民

相比 ， 市郊农村村民
乡土情结浓厚， 有摆婚宴、 寿宴的传
统。 然而， 当疫情突然来袭， 这些习
俗传统成为巨大的安全隐患。

为此， 崇明区将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与扎实做好疫情防控紧
密结合起来， 严格实行事前报批制度，

每日收集各乡镇简办酒席的具体数量，

汇总成 《乡镇防疫移风易俗情况统计
表》， 及时掌握一线动态。 崇明区文明
办还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 喜事、 丧
事、 小事一律简办或不办。

在崇明区各个乡镇， 大家齐出招，

尽最大努力降低人群聚集的风险。 比

如 ， 港西镇成立的 “劝
导小组”， 协调各条线力

量， 妥善处理办酒户的食材、 喜糖、 酒
水、 司仪定金等退订工作； 新村乡将办
酒情况与星级党员家庭、 五星级文明户
评选挂钩， 督促引导群众自觉取消办酒。

此外， 新河、 堡镇、 横沙、 向化等乡镇
联合市场监管所、 派出所各部门进行劝
阻协调。

在崇明区， 越来越多城乡居民主动
推迟婚期、 寿宴。 据了解， 防疫工作开
展至今， 全区共计简办或延期红事145余
件， 取消或从简白事385余件， 减少人员
聚集或宴请10415桌次、 76754人次。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减少人员聚集，红白喜事“踩刹车”

【镜头回放】
“婚期推迟，后续举办时间另行通

知，请大家见谅……”经过崇明区港西

镇“劝导小组”的劝说，协西村村民袁

先生近日决定取消婚宴。

对于取消婚宴， 袁先生一家最初

抵触情绪较大，觉得日子早已定好，婚

宴用的食材也采购大半， 亲朋都收到

请柬，突然说取消，面子上过不去。 对

此，“劝导小组”工作人员表示理解，同

时也就取消婚宴的必要性进行耐心解

释和劝导。通过多次沟通，袁先生最终

决定取消婚宴，今后再择日补办。工作

人员还帮他妥善处理了后续事宜。

江川路街道鹤北三居民区开展测温。 （闵行区供图） 三杨新村居委会开展预约登记购买口罩。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天山路街道“线上+线下”对外来人员排摸。 （长宁区供图） 静安区加强楼宇复工企业食堂检查。 （静安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