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抗疫招数： 小区门前自制消毒通道

这些天， 在嘉定菊园新区的禹州老城里小区， 居民们要通过一

条长约 2 米的消毒通道， 才能走进大门。 小区居民朱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居民都留在家里， 外地返沪人员也比较多， 有了这个通道， 居

民进小区走一下， 大家都放心。”

据介绍， 该通道为一个半封闭空间， 主要由钢材、 塑料纸搭建而

成。 对于消毒通道的安全性和效果， 小区物业表示， 他们请教了专

家， 根据建议配比电解质溶液， 并添加了一部分医用酒精。 “我们采

用大功率加湿器使它产生雾化， 人走过去， 大概 3 到 4 秒时间就可以

达到消毒的效果， 特别是衣物。” 小区物业公司工程技术主管徐江说。

除了自制消毒通道， 考虑到该小区为高层住宅区， 物业方还在每

个电梯间放置了抽纸， 并在电梯按钮区域附上了一层保护膜。 物业方

还成立了专项消毒小组， 对所有楼道、 电梯、 门把手及公共设施进行

定时、 定点消毒； 对垃圾房等卫生死角进行重点清洁和消杀， 并特设

了一名监督记录员， 将每天的消毒情况在各个小区楼道进行公示。

一线“老书记”的
“防疫宝典”有哪些

“排查—宣传—辟谣—心理疏导” 一个不能少

田林街道， 是上海中心城区老公房

密度最高的纯居住型社区之一，区域内公

交站点多、菜场多、小饭店多，67 个小区

常住人口约 10 万， 老龄化程度达 35%。

“我们街道经历过‘非典’防疫的‘老书记’

大概只有我一个了，我必须把每天该做的

事、要做的事，以及感想简单记录一下、总

结一下，从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提供给需

要的社区，让大家一起更好地做好防疫工

作。 ”苏嵘介绍得非常细致。

“老书记”很负责任，出于隐私保护，

在给记者透露内容时， 将这份特殊 “手

账” 中涉及的具体居民及楼栋信息都隐

去了。

把握每一个关键点的主动

苏嵘的工作记录中列举了这样一些

关键点：

比如，主动排查，及时通过智慧小区

门禁系统进行排查、对比、联系，记录进

出人员的情况。

主动消毒，“社区楼道口和电梯消毒

这件事，我们必须提早安排，否则万一遇

上消毒物资紧缺，就来不及了”。

其次，主动宣传，在楼道和居委会活

动室及时张贴友情提示， 滚动告知每日

情况。

再次，主动辟谣。 “及时辟谣非常必

要，可以缓解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 ”她

提到要充分利用多元信息渠道， 对于社

区各类微信群里的谣言必须及时提醒和

制止，提醒的言语要有水平有智慧，避免

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对于居民的来电和

微信，要及时回答，让大家充分了解情况

才能避免恐慌，正确对待疫情。

她举例说，农历除夕当天，微信上一

则关于田林街道辖区内市六医院附近

“封路”的视频流传朋友圈，引发居民群

众疑惑； 在核实消息不实的情况下，街

道、居民区立刻开展排查，在缜密及时的

工作下， 这个散播假消息的居民当晚就

到派出所自首了。

此外， 她还提到了主动加强心理健

康的介入， 对于一些居家隔离的人员及

左邻右舍要加强心理疏导， 引导他们树

立起积极正面的态度。

相互支撑
加强联勤联动

目前，和街道内各居民区一样，长春

居民区所有社工都取消休假， 组织居委

会党员、 物业人员等对所有小区的电梯

间、楼道等公共部位进行每日消毒；每天

通过不同方式，对重点人员和车辆进行排

查，做好宣传和居家观察；同时，还针对居

民的疑惑和不解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当然，光靠居委会干部也忙不过

来 ，我们团结起了一支庞大的力量 。 ”

苏嵘举例说，每天上午物业保洁保安将

进行公共场所相关设施消毒，下午 1 点

半到 3 点半，居委会接手在 4 个小区每

个楼道、每台电梯进行消毒，“物业的保

洁工太累了 ，我们要帮他们分担一些 ，

社区是大家的，人人有责”。

与此同时，在小区外部，街道内市场

监管所、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

管中队、 市容所等职能部门也组织力量

对辖区内宾馆、 酒店及民宿进行全面排

查，做好宣传引导、登记上报、消毒卫生

等指导监督工作； 做好辖区集贸市场管

理， 尤其是肉类商品流通环节和消费环

节的监管； 加强辖区外环境整治及清洁

力度，持续提升环境卫生整洁程度；做好

防控工作健康提示， 普及防范措施等。

“我们尽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工作，一起让

小区内外无忧”。

倾力一线，

带动社区党员群众

从农历除夕开始， 苏嵘已连续多日

没有休息， 奋战在一线， 为小区设施消

毒，为居家隔离者买药、送饭、扔垃圾，她

都义无反顾冲在最前面。“虽然我心里也

有压力，也害怕，但疫情就是命令，防疫

就是责任。 作为党员，就该顶在一线，让

群众看得到党组织，就多了一份安心”。

社区干部队伍中， 不少年轻人冲在

了前面，比如 1992 年出生的入党积极分

子社工胡晓阳，1989 年出生的社区报到

党员王义然主动请战， 跟着队伍从 1 月

23 日起每天参与消毒，风雨无阻 ，并及

时将消毒情况通过微信发到各类居民群

里，让大家放心安心。

这支队伍倾力一线， 感动了社区内

很多党员和群众， 他们纷纷主动请愿要

求参加每日的消毒、上门送餐等服务。考

虑到卫生防御物资（口罩和手套）不能一

下子保障，苏嵘给他们编列了“预备队”

让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应战。

目前，这份特殊“手账”的封面记录

着：“2020 年 1 月 22 日开始”，而截止日

期还是留空着，“大家万众一心， 守望相

助，相信这个日子一定会早点到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本报资料照片

实名验证，住户、租户、家政人员“不漏一人”

■ 抗疫招数：双证入门

如今进入上海的小区 ，“灵魂三

问”早已成了第一道“关卡”。 这几天，

浦东塘桥街道的仕嘉名苑小区又给

自己加了一道 “验证程序”———双证

入门。

“您好，请配合进行体温检测，麻

烦提供一下您的身份证和出入证。 ”

结束休假的任小姐刚准备进小区，就

被保安和志愿者拦住了 ，“身份证倒

是有，出入证是什么呢？ ”

原来 ，自 2 月 8 日起 ，为更好地

通过小区自治加强小区防控，同时又

尽量提高人员车辆在小区入口的通

行效率，塘桥街道富都居民区 、仕嘉

名苑业委会 、 小区物业经过多次商

量 ， 决定为小区所有人员办理出入

证，为所有车辆办理临时通行证。

实名的出入证大大增加了居委会

及物业公司的工作量，“怎么领取这个

出入证？ ”“家政人员也可以领取出入

证吗？ ”“租客也可以领取吗？ ”……一

个个的问题抛给了居委和物业的工

作人员。

“先要通过扫二

维码向居委会报健康

登记表 ， 居委会后台

审核无误之后报给物

业，第一天登记，第二

天便可以去物业领取

了。 ”任小姐节前住进

仕嘉名苑小区，安顿好

之后就回老家过春节

了，居委、物业那里均

无登记入住人信息，因

而一进小区门便被拦

了下来。 在志愿者的耐心解释和帮助

下，任小姐很快拿到了出入证。

“小区业主需要持身份证到小区

入口处， 由小区志愿者对照业主清册

核对相关信息， 如业主清册中信息有

误，业主要当场更新相关信息，并凭身

份证领取出入证， 每个身份证只能领

取一张出入证，出入证上有业主姓名和

楼室号。 通过不断的宣传解释，实名制

领取出入证，‘双证’进门的方式已经获

得不少居民的认可和支持。 ”（左图）

目前，通过健康状况登记表登记

租户信息共 155 人，小区发放出入证

650 余张，租户、家政人员领取 47 张，

业主信息增加 350 余条，通过严格管

控门岗，核实人员身份信息 ，守好这

次疫情精准防控的“最后一米”。

题图左 ： 普陀区长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重点地

区返沪人员作体温检测。

题图右上： 青浦白鹤镇的社区工

作人员用标语、 微信、 告知书、 喇叭

广播等方式，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题图右下 ： 社区物业管理部门

的工作人员正在为电梯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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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上海社区战疫 “36计” 让居民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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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

人员返程和企业复工

给上海战“疫”带来了

严峻考验， 申城各个

社区严阵以待， 纷纷

亮出了各种“硬核”的

招数。

题图摄影 本报记者 赵立荣 袁婧

排查车库空位，封闭管理从车入手

■ 抗疫招数：“冻结”车牌

一个近 700 户的商品房小区，业

主都是 “80 后 ”“90 后 ”，有没有更高

效的方法完成住户信息的全面排摸？

战“疫”当前，浦东川沙新镇的馨宇居

委使出了一记妙招：从车入手。

第一步就是排摸居民的停车库。

整个象屿鼎城小区地下车库共有 454

个固定车位， 小区物业一一排查，统

计出空车位 35 个。 居委工作人员立

马对这 35 个业主一一电话联系 ，了

解具体的动向。

由于小区车辆采取智能化管理，

业主车辆登记后，大门会自动识别车

牌并放行，有效拦截了外来车辆。 目

前，超过 95%的小区业主的车辆信息

已经接入系统。

对排查出来的重点区域的住户，

一旦确定外出的 、尚未回沪的 ，居委

会设置的“卡中卡”机制就会启动：立

刻 “冻结 ”这辆车———从自动识别车

牌名单中暂时删除。 一旦业主回沪，

就必须下车登记 ， 重新核实人员信

息，居家观察期间也不会恢复 ，起到

从严防控的目的。

这十几天来，由小区业委会成立

的“象屿鼎城业主群”非常热闹，防控

疫情的相关信息每天都会弹出几百

条。 最近，居委会梳理出了小区内所

有的空置房屋， 把名单发到群里，要

求房东不再外借 ， 也请邻里进行监

督。 另外，小区实行封闭管理、防疫注

意事项等及时告知，让业主们可以第

一时间获取相关资讯。

物联网上场，居家隔离“开门”实时告知

■ 抗疫招数：门体传感器

随着近期返沪人员逐渐增多，居

家医学观察的人数也日渐增加，负责

对接居家观察户的基层工作人员身

上的担子更重了。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创新利用物

联网技术，为居家隔离户在观察期之

内按照“门体传感器”。 在不打孔、不

钻墙等不破坏住户大门前提下，在不

录音、不录像等保障隐私安全的基础

上，实时发布隔离人员打开家门的情

况。 如果住户开门，系统就会在居委

会工作人员手机上弹出消息，以便工

作人员快速介入了解情况，这样既提

高了基层的工作效率，又有效减少了

工作人员与居家观察人员的近距离

接触。 一旦解除了 14

天的居家隔离期 ，工

作人员会及时上门拆

除该传感器。

工作人员坦言 ，

安装前期， 本来还担

心居民不愿配合 ，没

想到， 此举受到了被

隔离人和邻居的一致

支持，“这是个让大家

都更安心的方法。 ”这

个“门体传感器”采用

“主动+被动” 两种实

时报告使用者的情况：“主动”是指在

隔离居民家大门上安装门体状态感

知传感器， 主动发现居民开门动作；

被动是指在隔离居民家中粘贴二维

码， 居民如有开门需求 （如扔垃圾、

收快递等 ） 或其他需求 ， 可通过二

维码扫码预报通知居委会。 （上图）

同时， 居家隔离居民有其他要求的，

也能以短信形式及时告知防控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 ， 为了让居民放

心、 让隔离人员舒心，

石泉路街道还主动和

“饿了么 ” “京东快

递 ” “叮咚买菜 ” 对

接 ， 请他们安排部分

春节前后从未离开过

上海的健康骑手 ， 用

街道定制的骑手 《石

泉街道通行证》， 专门

为全家隔离家庭上门

送外卖快递到门外。

这一 “居家隔离

管控系统 ” 由东方明

珠公司组织研发团队在 2 天内设计

完成并上线 ， 目前石泉路街道已安

装了 91 个 “门体传感器 ”， 后续将

根据外地返沪家庭情况继续推进安

装工作。

改书报亭、搭消毒通道，防疫装备就地取材

■ 抗疫招数：书报亭变“哨所”

在上海“西大门” 青浦区， 面对返沪潮的

到来， 防控疫情 “阻击战” 正在紧张进行中。

许多街镇都在入村道口搭起 “行军帐篷”， 24

小时看守。 练塘镇却有 “新装备”： 14个书报

售货亭变身成为防疫一线的岗亭。 （右图）

据了解， 自疫情防控启动以来， 青浦区

练塘镇邮政公司党支部一直关注着镇疫情防

控动态。 1 月 30 日起， 练塘全面实行了车

辆人员进出管制 ， 基层志愿者防疫突击队

24 小时日夜坚守在交通要道排查， 条件十

分艰苦 。 练塘镇邮政党支部得知这一问题

后， 紧急调动可用资源， 第一时间为一线战

斗的执勤人员布置了 14 个书报岗亭， 作为

防疫哨站，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 温暖了奋战

在防疫一线的同志。

这些天采访苏嵘，是一桩特别“费力”的事儿。几乎每五分钟，对话
就会被打断一下，因为找她的人实在太多了……

苏嵘，徐汇区田林街道长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2002 年，她来到
居民区，经历过“非典”和“禽流感”的防疫工作；这一次，疫情来袭，除
了每天在社区排查防控，她还自己制作了一份特别的“手账”———防
控工作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