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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钱圆

本轮疫情发生后，新湾街道各村
社迅速成立“一名村（社）干部+一名
网格员+一名医务人员+一名公安民
警”的“四包一”流调网格化工作四人
小组，扎实开展流调工作。

“您好，很抱歉打扰您，我是新北
桥社区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根据相
关政策与您核实信息，请问您……”
连日来，新北桥社区居委会委员范丽
丽打电话一一核实人员行程，进行数
据上报。“通过浙政钉的疫情防控系

统下发的人员数据，进行人员核实和
管控。”范丽丽介绍道。

像范丽丽一样，街道村社干部在
开展流调过程中，通过电话沟通、微
信联系，询问相关人员暴露情况，细
致梳理时间点，反复询问，才能查得
清楚明白，快速精准研判，第一时间
进行管控。

在管控人员落实过程中，经常遇
到人员住处不便寻找的问题，各村社
网格员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带领街道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志愿
者等上门落实。如出现“红码”人员，

网格员将第一时间上门要求其不准
外出，等待集中隔离安排。

“有些人知道需要隔离管控后，
心态有点焦虑，我们还要安抚他们的
情绪。”遇到这种情况，流调工作组中
的公安民警将协助村社开展工作，田
刚强便是这支队伍里的警务力量。
田刚强负责协助街道5个村和2个社
区的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对不予配
合居家健康观察人员，我们会上门劝
诫，讲解政策和相关要求。”

上门告知、体温测量、发放居家
隔离告知书、体温计，当村社出现需

居家隔离人员时，医务人员迅速行
动，“我们会向其发放体温计、体温
表，居家隔离人员需要每天自测两次
体温，进行记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胡小飞医生表示。

通过“四包一”的形式，新湾街
道对人员的管控做到一个不漏、一
个不少、一个不掉，让防控工作越来
越主动、精准。流调溯源、核酸检
测、转运隔离、小区管控等防疫工作
密切配合，以更好地达到“人员管得
住、服务跟得上、疫情防得住”的管
控目的。

法宝三：基层网格化管理 助力防控“人民战争”

■记者 叶晨璐

“抗击疫情，众志成城；杭州力挺，白衣精神……”
在义蓬街道的一个隔离点成员群里，一位工作人员分
享了他自创的防疫顺口溜，获得了群内工作人员和隔
离人员的一致好评点赞，他就是消杀工人陈兴国。他
一边在一线兢兢业业地做好消杀工作，一边在休息时
运用自己的文学爱好创作防疫顺口溜，“其实这都是
亲眼所见，有感而发”，他这样说道。

陈国兴是杭州城东消杀公司驻点在义蓬街道的
某个隔离点的消杀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就是做好隔
离场所的每日消杀。一般来说，陈兴国每天最少要将
隔离点上下消杀两次，包括大厅、工作人员办公区、垃
圾回收点等公共区域，也包括穿着防护服才能进入的
隔离楼层走廊。只有等他完成消杀工作，医护人员才
能开始分发餐食。“我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一定要严格
按规定做好消杀工作，才能保护好隔离点内的所有
人。”陈兴国认真地说道。

陈兴国是贵州人，在杭州待了七八年，这次驻点
工作开始之前，他都已经回到了老家。“公司问我能不
能回来帮忙，我说那肯定要来，非常时期每个人都应
该为疫情防控出力。”他说得十分坚定，“再说我对钱
塘可有感情了，对这里比对老家还要熟悉。”

陈兴国平时喜欢看书，有空也会写点东西。在隔
离点，他也不忘借着这个爱好，记录大家共同防疫的
故事。“这个顺口溜就是随手写的，因为看到我们的医
护人员、工作人员每天那么辛苦地坚持在防疫一线，
想表达我的敬佩之情，为他们的这种精神点赞。”

法宝四：宣传接地气
举措暖人心

自12月21日起，杭州市全域为低风险区域，疫情防控整体形势向好。然而，疫情防控工作还有大量艰巨
任务，容不得一丝马虎。回首这半个月，面对这一波来势汹汹的疫情，钱塘上下众志成城，用科学高效、专业暖
心的系列行动牢牢守住了全区的健康防护墙。也正是在钱塘抗“疫”一线，涌现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有创新、有
成效的防疫举措，为后续推动疫情常态化防控奠定基础。

打赢这“疫”战 我们靠这些“法宝”

■记者 王慧敏

“张大嘴巴，发出‘啊’的声音来
……”近日，前进街道将移动核酸检
测点“搬”进了杭大江东储出（2018）1
号地铁人才专项租赁住房工程项目
工地，用“送检上门”的方式，让工人
不出工地，就能方便、快捷地完成核
酸检测。

记者在核酸检测现场看到，工
地的空地前，已摆放好两张木桌，三
名医务人员有条不紊的开展核酸检
测工作，一旁的工地管理人员协助
信息登记，几名志愿者站在人群中
进行管理。

一个接一个，桌子前方排着长长
的两条队伍，工地上全体职工有序排
队，踩着地面标注的红色圆点，保持
一米间隔距离。做完核酸检测后，工
人们又转身走向工地，投入到紧张地
施工中。

“整个过程很快，还是免费的，
感谢政府为我们提供便利。”在核酸
检测点位前，张师傅刚做完核酸检
测，他对上门送核酸检测的服务赞
不绝口。“我们昨天接到通知后，第
一时间对项目部做了全面消杀，并
提前绘制一米点点位，确保核酸检
测工作顺利进行。”项目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悉，本次街道核酸检测“上门
服务”共用时两个半小时，顺利完成
521人检测工作，做到项目部全体人
员应检尽检。

“该人才住房项目是街道唯一一
个工作人员超400人的在建工地，为
保障工人核酸检测有序安全，特开展

“送检上门”行动。”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陈州峰表示，本次检测工作中出现
的小细节，将进行强化部署，以提升
后期核酸检测工作效率，“除该处工
地外，其他在建工地人员均被安排自

行前往街道集中核酸检测点检测。”
一份份物资、一通通电话、一次

次走访……除了将核酸检测送进在
建工地，前进街道还为企业送上了防
疫“标准套餐”。

“外来人员要进来需要先做什
么？”“行程码带星号应该怎么办？”自
疫情防控以来，街道积极组织开展企

业疫情防控联合检查，并创新推行
“1+4+1”督查管理办法，真正确保
“督查+整改+责任落实”闭环管理，
保证企业生产有序进行。

下一步，前进街道将继续落实监
管督查责任，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行
动，助力企业把好“防疫”关，确保企
业生产和疫情防控安全有序。

法宝一：移动检测 实现重点人群“应检尽检”

■记者 邹冉

“测温、核验身份、进小区……疫
情期间，我回家做饭的时间一点都没
有耽误过，多亏了这些高科技。”郭女
士说。如此迅速的检测核验，除了依
靠居民自觉配合和工作人员高效指
挥外，数字化高科技“武器”也起到了
关键作用。

事实上，疫情期间，除了值守人
员外，一些隐形“高手”也在24小时
全天候守护着小区。自带AI算法、
能对人形进行主动侦测、自动弹窗报
警的智能摄像机就是其中一个。

智慧“刷人脸”
助力社区防疫既安全更安心

伊萨卡小区有3148户居民，近
13000 人，流动人员多，管理难度
大。前期社区党支部联动小区物业
及业委会，对小区门禁进行了智能化
改造。随着防疫工作的深入推进，小
区巧妙利用前期安装的智慧门禁系
统的大数据信息，辅助开展社区疫情
防控排查工作，疫情期间让居民住得
放心又安心。

据了解，智能门禁系统采用了
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自动识别小
区入住人员，并实现了与安全信息
平台的对接。居民通过“刷脸”，可

实时检测体温动态、身份信息等，便
于居民在进门前快速完成测温、健
康码查验登记等程序，减少接触、避
免交叉感染。作为科技赋能的手
段，智能门禁的使用为社区把牢第
一道关口，为高效防疫管理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复核“扫一扫”
多举措助力高效化监管

“健康码变色了怎么办？”居民

很关心，也很着急。为尽快解决转
码这一难题，社区在加紧加急现场
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速，利用数
据表单设计健康码复核登记表并生
成二维码，第一时间通过社区微信
公众号发布，同时在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办事大厅、小区门岗摆放醒目
标识牌等，引导居民进行线上自主
排查登记。

“我是凌晨变成黄码的，通过健
康码复核线上登记，足不出户就将

行动轨迹信息提交给社区，社区数
据员在后台收到复核信息后，迅速
与核查数据进行比对筛查，第二天
就变成了绿码。相较于之前的到社
区门口扎堆办理，扫码填写提高了
效率，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对
于这样高效的处理方法，王先生不
禁竖起大拇指。

不仅是针对变码的居民，面对
不断增加的居家隔离人员，社区积
极借助科技手段，在居家隔离户门
前安装“智能防控”装置，通过发挥
实时监控、语音对讲、移动侦测等作
用，实现对居家隔离人员的24小时
高质量、高效化监管，也让感染风险
进一步降低。

“疫情防控对每一个社区来说都
是一场大考，不断变化的疫情是对小
区治理能力的考验，仅依靠传统的防
控手段很难实现精细化防控，而我们
通过大数据的运用，为群防群治、联
防联治提供了有力支撑。这得益于
社区平时就推进的技术建设成果，是
深化数字化改革的探索。”伊萨卡社
区的工作人员说。白杨街道伊萨卡
社区通过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运用数
字化手段助力疫情防控，高效推进网
格化管理，“六方联动”多措并举，守
牢小区第一道防线。

法宝二：数字赋能 让防控精准更高效
■见习记者 杨寒丑

近日，钱塘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收到了一封感
谢信，是钱塘区一隔离点接受医学观察人员发来的。

这封信共835字，讲述了隔离人员在14天里的
心路历程，字字真挚，句句诚恳。他初进隔离房间
时，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在轻松环境待惯了的我，一
进入隔离点顿时感觉有些紧张，以至于进入隔离房
间后有将近十分钟没有放下背包……”所幸他的紧
张感在十分钟后便逐渐消除了——隔离点群聊里的
周红飞医生不厌其烦地解答了他的所有问题。其实
不仅对他，也不仅周红飞医生拥有这样的耐心。每
个隔离人员暂住的14天里，工作人员总是热心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

看到集中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每天忙到深夜甚至
凌晨，第二天一大清早，却依然用饱满的热情招呼大
家起床吃饭、测温……隔离人员在信中这样写道：“原
来，她们也在用实际行动支撑自己的信念！”

这句话很快传遍了钱塘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
一时间引发了大家深深的共鸣。

今年11月，钱塘区成立了疫情防控“1+4+X”临
时党支部，将党组织和工作覆盖到战“疫”第一线。“1+
4+X”指的是防控办临时党支部、最初的4个隔离点
临时党支部、各疫苗方舱接种点和核酸检测点临时党
小组。结合本轮疫情形势，钱塘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由4个逐步增至25个。

在钱塘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下，钱塘区建立
了隔离点每日晨会、防控办每日碰头会、疫情防控指
挥部每日研判会及隔离点培训班、居家管控培训班和
督查指导培训班等“三会三训”的运行机制。

其中，在每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点长”和临
时党支部书记“一肩挑”，由社会发展局党员干部或街
道专门分管领导担任。经过本轮疫情防控工作的经
验积累，各隔离点临时党支部下设了综合协调、数据
支撑、后勤保障、疾控及院感监督、健康观察、人员转
运、防控消毒、安全保卫等8个工作小组，支部成员包
括了驻点机关党员和医护、安保等党员工作者、青年
突击队。

每个隔离病房都住着什么样的人？每个隔离点
有哪些人员需要重点关注？每天有哪些特殊情
况？……书记、点长们都在晨会上交流得一清二
楚。隔离点工作人员会每天三次给糖尿病患者送去
冰冻矿泉水，供其冷藏胰岛素；给过生日的隔离人员
送去定制蛋糕；给隔离人员送去预防性中药汤包、颗
粒剂。

钱塘区通过实施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书记+
点长制”，织牢组织领导体系和责任落实体系，确保疫
情防控严防死守、不出漏洞。在党员先锋的感召下，
战“疫”一线全体工作人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
初心，他们在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建立健全了一个常态化的关怀机制。

法宝五：把“隔离点”
建成“爱之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