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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摸底千人，“满月”新居委不惧挑战
疫情防控是真正考验社区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一场“大考”

上海刚宣布入春，冷空气就来了个

下马威，气温断崖式下跌 、风雨裹挟着

细小冰珠，一场“倒春寒”不期而至。 镜

头转到松江区九亭镇九亭家园第二居

民区居委会，这里的一线社区干部们这

两天正迎来一场“大考”。

支部成立才 “满月 ”，

基础工作困难多

“我们这个党支部其实才刚刚 ‘满

月’， 我作为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的工作

生涯，也刚刚起步。 ”前晚 8 点，周玉萍

坐在居委会里一张折叠椅上，身后是五

彩斑斓的小区挂图作战表与密密麻麻

的各色图钉，上面标记着居家隔离对象

与疫情重点地区来沪人员的居住信息。

戴着口罩的周玉萍，掩不住连日工作的

疲惫，但一说起话来，依然显得从容不

迫、条理清晰。 尽管自谦说“自己的社区

工作经验还不足”， 但周玉萍对于各项

数据已信手拈来。

时间拨回到整整一个月前的 1 月

17 日，九亭家园第二社区党支部正式成

立。 从筹备之初就一直驻扎在居民区的

周玉萍担任党支部书记。

两个动迁安置小区、54 栋居民楼、

规划户数 2054 户，入住率 65%左右，出

租房占比近三分之二……周玉萍面对

的是这样一个人口信息不明、底数不清

的居民区。 按照一般规律，社区工作完

全进入正轨，至少需半年。 然而，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所有考验都提前

了，其中一个难点就是人口信息排摸。

“打电话！ 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

一直到今天，都是在打电话。 ”在周玉萍

向记者介绍的时候， 她的同事们依然在

不断通过电话向小区租户核实基本人口

信息。 由于租户比例高，加之新年期间是

新一轮租客签约入住高峰， 周玉萍和同

事们已无法按照手中的旧有信息 “按图

索骥”，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从最早的

业主开始一次次地进行电话沟通。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截至目前，

九亭家园第二社区的人口排摸工作已基

本完成， 返沪务工人员的信息与基本行

踪也大体掌握，联防联控的“阻击阵地”

初步建成。

两 日 返 沪 近 1000

人，优化出入管控措施

考虑到九亭家园第二社区党支部

仅成立一个月就要面临这样的严峻考

验，九亭镇党委特地从机关抽调两名工

作人员下沉支援。 纵然如此，高强度工

作还是让大家承受着巨大压力。 能够在

短时间内将复杂的社区底数摸得如此

清晰，周玉萍说，这是团队配合的成果。

“我们的副书记有丰富的社区工作

经验， 尤其针对外来人口导入型社区，

很有一套办法；两位女同志心细、认真，

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照料交给她们，我

很放心；年轻的小张很会用电脑 ，这次

设计的小程序帮上了大忙……”在周玉

萍眼里，每个团队成员既是 “专管员 ”，

又是 “多面手”， 都是不可或缺的 “大

将”。 她向记者力荐的扫码小程序，仅仅

推出一周， 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第一天的 100 多人信息录入，两天之

内，迅速增长到 1000 多人，为人口信息

排摸和上门核实工作提供了一手材料。

针对大量租户集中返沪，周玉萍和

她的同事也对小区人员进出管控进行

优化调整，将两个小区出入口改为 “门

对门”， 使社区内两个小区出入口集中

化， 在强化其他物理封闭措施的基础

上，将有限的物业力量集中使用 ，大大

提升了工作效率， 出入口的人员管控、

体温检测等各项工作也更为规范。

“其实我觉得‘大考’迟早要来的 ，

只是真的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到

来。 ”在周玉萍的设想中 ，原本应该以

2020 年的人口信息普查作为社区工作

的一次“大考”，同步理顺社区内的各类

信息。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这些计

划。 “所以我现在就跟同事们说 ，和疫

情相比， 规定时间内规定动作只能算

是 ‘模拟考 ’，疫情才是真正考验我们

工作能力、工作水平的‘大考’。 很欣慰

的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战斗精神 、战

斗意志，是经得起考验的 。 ”周玉萍笑

着说。

五彩斑斓的小区挂图作战表与密密麻麻的各色图钉， 清晰标记社区各家居住

信息。 （九亭镇供图）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储舒婷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本报记者 邵 珍 顾一琼
薄小波 王嘉旖 周 渊

老百姓有抗疫问题，“家门口”就能解决
上海各区融媒体中心“火速”开通疫情防控工作问题建议征集渠道

战 “疫” 关键期， 更需要紧紧依

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筑起坚固的防控

线———上海各区融媒体中心日前迅速

开通面向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问题建

议征集渠道， 更大范围收集意见建议，

建立联动机制推动问题在 “家门口 ”

解决。

前天 16 时，“上海市各区融媒体中

心疫情防控工作问题建议征集”平台开

放使用， 共有 11个区在此平台上运作，

其余 5个区也根据自身实际开通了征集

渠道。市民可登录各区融媒体客户端，或

通过各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微信、政务

微博等平台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截至昨天 16 时， 共收集各类问题

建议 350 多条。 各区在原有工作机制

基础上， 成立疫情防控建议征集工作

专班， 积极协调解决问题， 回应群众

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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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收集老百姓意见建议渠道
徐汇区在“上海徐汇”微信公众号

疫情防控板块上线了 “听民声”“汇治

理”两个栏目。听民声，主要负责收集各

类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意见建议； 汇治

理，主要是答疑解惑、提供咨询服务，并

根据市民反馈线索及时处置。

统计数据显示，仅昨天一天，该板

块的智能在线客服自动解答居民相关

疑难问题 1010 条 ， 较前一日上升

6.7%；疫情信息查询 49162 次，较前一

日上升 137.72%； 上报疫情线索 4 条，

已纳入到网格统一派单管理中。

松江区开辟了松江微信公众号 、

松江客户端及热线电话三条途径。 市

民反馈的问题、建议将统一汇总，分派

至各街镇、 开发区及相关职能部门并

收集反馈 ， 确保 24 小时内向市民答

复， 全程由专人负责监督检查相关工

作落实情况。

闵行区则在 “今日闵行”App、“今

日闵行”微信公众号、“上海闵行”微博

上推出问题建议收集专栏，在 FM102.7

闵行人民广播电台开设 24 小时自动录

音热线电话 64981027。

加强居民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各区融媒体中心在广泛收集群众

意见建议的同时，也推出了一些创新举

措，包括加强对居民的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等。

虹口区在上线疫情防控工作问题

建议征集系统的同时，还开通了心理援

助热线。每天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市

民都可拨打援助热线。 此外， 该热线

针对未成年人群体的心理咨询 24 小

时开通。

对于市民提出的问题，闵行区融媒

体中心利用 “今日闵行”App 上原有的

品牌栏目“区长直通车”和“闵行区大联

动”， 形成向各区级相关职能部门交办

处置、及时反馈的工作机制，做好释疑

解惑，并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区

融媒体中心抽调专人成立问题建议处

置小组，汇总各媒体端和通过大调研大

采访发现的问题， 审核确认处置意见。

同时， 区融媒体中心各平台推出 《战

“疫”中来》特别板块，对相关问题和建

议给予解答。

结合自身特点，杨浦区融媒体中心

推出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问

题建议征集”栏目，与“上海杨浦”政务

微信的“我有话说”栏目，“上海杨浦”政

务微博、微信“双微”后台留言等，形成

“三平台联动”，倾听群众关于疫情防控

的意见建议， 迅速转报相关部门处理，

并将解决情况及时向群众反馈。

24小时内回应，“家门口”解决
在开通渠道的基础上，嘉定区建立

市民意见建议收集、交办、处置、反馈的

工作机制，形成本区市民群众对疫情防

控工作意见建议收集———向本区相关

职能部门交办———相关职能部门处

置———向反映对象及时反馈的工作闭

环。 对于市民群众反映意见建议的处

置，原则上在 24 小时内给予回复。

第一天征集的 18 条意见建议中，

针对居民有关防疫口罩无法申请、外出

购买不够安全；外地返沪人员、出租房

人员返沪后无法进入小区的意见，已流

转至区地区办， 并将于 24 小时内给予

市民答复。

针对居民有关注册企业复工防疫

物资采购困难、燃气费可否网上缴纳的

意见建议，已与区商务委、燃气公司沟

通，并答复居民。 针对居民提出的在高

速公路道口采用红外测温设备； 外地

来沪人员居家隔离每天要定时向房东

提交体温情况， 房东上交村委会的防

疫工作建议，通过专报形式，报送区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委办

公室。

问题“分拣”后“派单”，24小时内给出答复
“上海普陀”App开通新冠肺炎防疫工作问题建议征集专栏

对普陀区“疫情防控问题建议工作

群”来说，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莫过于

群里定时发布这一天从“普陀区新冠病

毒肺炎防疫工作问题建议征集”专栏收

集到的问题与建议。 融媒体工作人员将

这些问题“分拣”后，再向来自区卫生健

康委、地区办等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镇的

群友“派单”。 “接单”后的群友，即刻将

问题告知相关部门、居委会、社区等，要

求“24 小时内给出答复”。

据了解，为进一步及时反映 、推动

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市民群众关心的各

方面问题，根据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专

题会要求和区委主要领导部署，前天晚

上 7 点，普陀区在“上海普陀”App 开通

该专栏。当天将近深夜 11 点，第一批 12

条问题建议在群内发布。 昨天，又分上

午、下午、晚上三次发布了共计 29 条问

题建议。 截至目前，共解决 12 条问题，

并已向提问市民回复。

解决快递堆放问题
后，措施将在全街道推广

石泉路街道岚皋路 40 弄小区居民

反映的快递堆放问题，是昨天普陀区解

决的第一批问题之一。 由于疫情管控需

要， 该小区处于半封闭式管理状态，只

留一个 24 小时有门岗管控的出入口 ，

快递和外卖人员均不能进小区，导致快

递无序堆放在门口，甚至发生了丢件情

况，再加上前几天下雨，有些快递被淋

湿，居民对此颇有抱怨。 前天夜间，小区

居民赵先生在 “上海普陀”App 后台针

对这一问题提出批评。 这一问题迅即被

“派” 到石泉路街道负责门岗工作的社

区管理办主任陈民这边。

“今天一早 ，我就联系了小区物业

方，请他们一起帮忙解决。 ”陈民表示，

“这个问题挺有普遍性的， 我们准备在

石泉 82 个小区推广。 ”在快递、外卖不

能进小区期间，各小区门岗附近统一摆

放货架，再根据小区出入口具体情况看

是否需要额外配备防雨措施。 目前，石

泉路街道已预订了 80 顶防雨帐篷 ，到

货后即进行分发安装。

用一劳永逸的方法
解决眼前困难

前天深夜，曹杨新村街道收到三个

“派件”———“南杨园对进入小区人员未

全部进行体温测量”“外卖快递混乱，无

遮雨篷”“小区内仍有不戴口罩居民 ”。

昨天一早，街道主要负责人齐聚该小区

门口，了解市民反映的情况 ，同时根据

现场情况，集合公安、市场监管、城管 、

服务队等力量开展联合整治。

街道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南杨园小区共有 2238 户住

户，且外来租户多。 来到现场后，大家发

现这里人员、车辆进出频繁 ，管理难度

大，门岗确实存在漏管现象。 而且行人、

车辆互相穿行，容易造成危险 ；在高峰

时段， 进门、 出门的人流也容易对冲。

“我们马上现场设计方案，从长远考虑，

优化居民的进出路线， 同时也更利于测

温工作全面开展。 ”街道立刻为小区调度

了硬件设备，用“铁马”分割进出路线，将

门岗处的大棚换成更大号的，让行人、非

机动车从棚内走，车辆从棚外走，在机非

分离的同时， 方便雨天门岗登记核验。

街道还安排街道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

增援，并紧急增配一把额温枪 ，通过双

岗方式保证测量体温不遗漏。

对于居民提出的快递堆放问题，他

们发现该小区未按照要求把外卖快递

区域设置在小区门外，也没有专门的桌

子安放。 街道工作人员马上从居委会搬

来三张桌子， 将所有快递规范摆放。 目

前，街道已订制一批“无接触”快递放置

柜，今天到货后将配送到南杨园，并同步

安装遮雨棚，保证快递安放、领取有序。

由于现场并未见到“不戴口罩的居

民”， 街道先要求居民区通过广播 、微

信、海报、横幅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同

时进一步发动志愿者加强小区巡逻，对

不戴口罩的居民予以劝阻。

51 人形成“闭环”，必
须落实解决问题

记者从普陀区融媒体中心了解到，

前天夜间，“普陀区新冠病毒肺炎防疫

工作问题建议征集”专栏开通后，“上海

普陀”各个新媒体平台都在突出位置发

布了相关信息。 同时，区委宣传部连夜

印制 3000 份宣传海报，张贴到各小区、

楼宇、园区等的醒目位置。 除了网上征

集，市民们还可以通过拨打“防疫热线”

（52813350） 和 “ 心 理 援 助 热 线 ”

（66055120）反映问题。

“疫情防控问题建议工作群 ”是专

栏开通后火速上线的新群，作为专栏信

息收集、分发、处置、答复、督查的网上

办公渠道。 据了解， 该工作群现有 51

人，成员来自区融媒体中心和卫生健康

委、商务委、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以

及区里 10个街镇共 39 家区新冠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融

媒体中心安排专人定时收集问题建议，

然后分发给各相关单位， 再由他们进行

“分单”处理，将问题转给具体负责人。根

据要求， 所有问题须在 24 小时之内给

出答复，融媒体中心再将结果回复给提

问者。 如果拖延不办，群内区委办和区

委督查室的群友，就会接收这批 “拖延

件”，监督落实直至完成，形成闭环。

封闭式管理不是隔绝封锁，防控举措有法可依
市司法局呼吁广大居民积极支持配合，确保相关措施有效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是社会治理的 “大

考”，也是依法治理的“大考”。 为了有效

应对疫情扩散风险，上海已经出台了一

系列的举措 ，包括入沪通道管控 、小区

实行封闭式管理等，这些管控措施是否

有法律依据？ 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什

么？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市司法局一级

巡视员刘平表示，本市出台一系列防控

举措是必要的，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刘平说，首先就立法属性而言，《突

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为应

对突发事件或者紧急状态的立法，属于

授权性立法，与其他限制行政机关权力

的控权性立法不同，其授予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较大的权限空间，可以采取一系

列必要的应急防控措施。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全力做

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决定》， 进一步授权市政府可

以在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道

口管理 、交通运输 、社区管理 、市场管

理、场所管理、生产经营 、劳动保障 、市

容环境等方面，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

施，制定政府规章或发布决定、命令、通

告等 。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授权范围

内，经过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所采

取的限制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限制法

人生产经营活动的防控措施 ， 是必要

的，也是依法履行职责。

但是 ， 刘平也强调 ： “这种授权

并不意味着没有边界 、 可以任意行

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

人就疫情防控有关法律问题进行解答

时就指出 ， 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必须主

体适格 、 措施适度 。 所谓主体适格 ，

强调的是合法性问题 ， 也就是说这些

疫情防控措施应当由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等法定主体实施 。 所谓措施适度 ，

强调的是合理性问题 ， 也就是说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依法采取的疫情防控措

施 ， 要遵循比例原则和最小利益侵害

原则 ， 措施要与疫情可能造成的社会

危害的性质 、 程度和范围相适应 ， 既

不能反应迟缓 ， 也不能反应过度 ， 要

尽可能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当下 ， 不少小区都采取了封闭式

管理 。 刘平表示 ， 城乡社区属于居民

自治范畴 ， 除了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

外 ， 居 （村 ） 民委员会 、 业主委员会

等自治组织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 采取

必要的控制人员进出等防控措施是可

以的 。 需要强调的是 ， 封闭式管理并

不是隔绝 ， 也不是封锁 ， 而是一种有

效 、 可控的管控措施 ， 目的是发挥社

区群防群治力量 ， 加强源头管控 ， 守

好社区的安全门。

刘平同时呼吁 ， 广大居民一要积

极支持 ， 确保小区封闭式管理措施有

效落实 ， 不能采取暴力抗拒等极端行

为 ； 二要理解 、 配合 ， 换位思考 ， 兼

顾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合理诉求 ； 三要

防止出现歧视或者侵犯个人隐私的行

为 ， 保护小区所有居民 ， 包括租住者

的合法、 正当权益。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