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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社区保卫战！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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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区这道
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
扩散蔓延的渠道。

疫情防控，最需要啃硬骨
头，哪里最容易出现蔓延就在
哪里布置重兵，哪里是防疫的
关键区域就集中精力守住哪
里。

据报道，我国目前大约有
65 万个城乡社区。社区是最
能体现联防联控的地方，也是
最需要群防群治的地区。特
别是返城人员陆续回到社区，
更需要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

打响社区保卫战，重在防
控力量下沉。社区工作千头
万绪，困难千奇百怪，这就需
要配备足够数量的工作人
员。打响社区保卫战，需要配
备足够的防控物资。日前，有
社区民警表示，群众有需求，
民警再难也必须响应！但一
个现实命题是，群众求助，警
车不够。诸如此类的问题并
非个别，及时解决，社区工作
才会更有主动性。

打响社区保卫战，还要体
现应有的人文关怀。该隔离
的隔离，日常生活怎么办？有
的社区推出配送制，还有的社
区工作人员与居民直接建立
常态化全天候联系，让民众真
正感受到了温暖。

目前，一些地方的社区防
护积累了丰富经验，比如实现
入户排查、重点群体监控“两
个全覆盖”。好的做法不断推
广，不好的做法及时改进，扬
长避短、步步为营，就能带来
多赢。

“这场战役，我们必胜！”
只要全国都能充分发挥社区
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构
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把联
防联控的网络织得更密，就能
最大程度实现外防输入、内防
扩散的目标，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奠定扎实基础。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您好，请问您是从哪里来
的？有没有去过疫区？”“麻烦在这
里扫一扫！”2月11日8点左右，钟
公庙街道金家漕社区长丰二村的
社工们就忙开了。企业陆续复工，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开始返乡。从
2月9日开始，社工对每一位进入
小区的人员都进行排查。

和常规排查不同的是，小区用
上了“硬核”手段。社区通过移动、
联通和电信三大平台，只要让对方
拿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追踪一
个月以来的走动轨迹，有些人的谎
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

小区一出租户，祖籍四川，年
前回过一趟老家。社工询问：“最

近有没有去过湖北？”
“没去过，我就去了一趟四川，其

他地方都没去过。”对方矢口否认。
“麻烦你扫码，确认无误我们

再给你通行证。”扫码结果却让社
工大惊失色：从1月1日到现在，
他曾漫游河南信阳、驻马店、南阳、
湖北武汉、宜昌、江汉、孝感、黄冈
等30余个城市。

另一名宁波籍居民，隐瞒了自
己从天台回来的事实。信息一查，
谎言就被识破了。

当天的排查工作从14点持续
到22点左右，共排查了300多家
出租户，其中有4名从重点地区返
甬的人员被防疫部门工作人员送

至集中隔离点。
金家漕社区居委会主任励春

柳说，社区内有大量出租户，其中
长丰二村就有1300户，占整个小
区总住户数的80%以上。最近外
来人员陆续返甬，排查压力增大。

“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居
民，都必须经过扫码这一关，看他
们是否到过重点地区。只有扫码
合格人员，才能领取小区的出入
证。”她说，截至目前，小区有1200
多户居民领取出入证。目前，这一
核查方法已经推广到钟公庙街道
的各个小区。“这些信息能自证清
白，谎言则不攻自破，这种方式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建成31年的无物业小区，80%的出租率

防疫大门是如何做到“密丝密缝”的？
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金家漕社区长丰二村（与金家新村合并管理）是一个老旧小区，常住居民1729户，其中80%是出租户。面对错综

复杂的人员构成，小区却交出了一张不错的防疫成绩单：目前只有1户居民居家隔离，其余4户已经解除隔离。
这个无物业的老旧小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社工洪科威让返甬人员扫一扫确认行程轨迹。

特保王辉今年33岁，疫情发
生后，他一直在小区值守。

“老小区里住着很多蔬菜批发
市场的工人，他们凌晨3点就要出
门了，我们必须一个个测量体温，确
认信息。”虽然防疫工作辛苦，但这
个80后小伙却时常被居民温暖到。

“小伙子，这是我家里刚烤的
地瓜，很香的，你快尝一尝！”前两
天值夜班时，住在小区的老人送来
三根烤地瓜，戴着口罩，王辉甚至
都不知道老人的名字。“这可能是
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地瓜了。”

小区退伍军人朱师傅，端来了

亲手做的家乡特产—新疆大盘鸡，
“给你们加个菜！”最近，医疗物资
紧缺，小区居民自发开启众筹模
式，有的拿来了家里的口罩，有的
拿来了酒精，有的把自家仅有的一
瓶消毒液送来了。

疫情面前，小区涌动着一股股
暖流。就在前两天，在蔬菜批发市
场做生意的金先生把2000斤玉米
直接送到社区。“现在，社区办公室
里简直成了小超市，很多物品都不
知道是谁送来的……”洪科威说，
小区居民不光自发捐赠物品，而且
还自告奋勇当起志愿者。短短几

天时间，就有16名志愿者奔波在
防疫一线，给居民测量体温，给老
年居民答疑解惑，给隔离人员送生
活用品。他们最常说的话是：“你
们忙，这里交给我！”

“虽然，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没
有物业，但我们和每个社区居民都
拧成了一股绳，人人出力，是他们给
了我们最大的信心，这场战斗我们一
定会打赢。”励春柳说得很动情。她
想着，经历了这样一场防疫战，以后
任何事都不算事了。“只要有我们，
有他们，任何坎儿都能过去。”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董磊艳

长丰二村是分批建造的小区，
最早一批建成时间已有31年。老
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社区大小事
务只能依靠社工。在防疫的非常
时期，一线社工更是挑起大梁。挨
家挨户排查、小区消毒消杀、出入
口值守、隔离人员的日常生活照
顾，这些都成了他们的分内事。

考虑到老旧小区外来人员较
多，1月30日，该小区实行封闭式
管理。在社区主任的办公桌上，放

着一张特殊的值班表。
10名社工加10名特保人员，

20个人要共同守护小区的四道
门，负责给进入小区的居民测量体
温、扫码并进行相应登记。夜间值
守辛苦，社区主任励春柳毫不犹豫
把自己排在了夜间。

“前阵子，我们值夜班都要持
续到深夜11点半，励主任回到家
都凌晨了，家里还有一个今年要参
加中考的儿子，但第二天她都照常

来单位。”社工洪科威苦笑，有一个
这么拼的社区主任，他们都不敢有
丝毫放松。

实施“禁严令”后，很多小区的
进出人员明显减少，但长丰二村一
天的出入量依旧在 800 人次左
右。“住在我们小区的大多是蔬菜
批发市场的小商小贩，有的是一线
的环卫工人、保安等，他们往往都
是深夜回到小区。”励春柳直言，夜
间值守压力很大。

扫一扫确认行程轨迹,小区这一做法被推广

无物业老旧小区，社工“挑大梁”

居民齐心出力，拧成一股绳

■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