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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張帥

今年6月11日，北京新發地批發市
場發現聚集性疫情，接着連續數日本
土報告病例以每日兩位數增加，疫情
形勢嚴峻。五天之後，北京應急響應
級別即由三級調至二級，對於社區層
面，這意味要恢復年初的封閉式管理
，小區居民須經過測溫、查證、驗碼
、登記等措施後方可進入。

「新發地疫情發生後，小區物業
就開始為居民辦理好出入證，朋友要
探訪，沒有出入證是堅決免進，進入
小區的話體溫也不能超過37.3攝氏度
。」 北京豐台區新村街道一位負責社
區防疫的工作人員向大公報介紹，按
照北京防控要求，進入小區也要對北
京健康寶（北京居民查詢健康狀態的
小程序）驗碼，查詢結果有 「集中觀
察」 「居家觀察」 以及 「未見異常」
三種狀態，只有 「未見異常」 才能順
利通過。

消毒專員制 衞生零死角
新村街道距離新發地市場五公里

，根據出現確診患者和無症狀感染者
的數量，這裏也曾一度上升為 「高風
險」 地區。上述參與防疫的工作人員
同時介紹，社區推行消毒專員制度，
對公共場所、公共廁所、垃圾站等重
要區域、重點部位每日至少消毒2次，
並加強清理，消除衞生死角和盲區。

住在北京西紅門的曹先生介紹，
疫情期間每天早上6點，社區內的蔬菜
直通車便會準時到達。這些直通車點
位由商務部門調度商超蔬菜供應企業
進行調配，根據居民實際需求，會每
天推出8-10款買進價出售的 「平進
平出」 菜品，直接拉到小區空曠地帶
銷售，避免了居民在商超封閉空間聚
集。

北京在疫情期間設立了多處這樣
的蔬菜直通車、蔬菜零售點等臨時應
急保障點，銷售管理人員全部進行核
酸檢測，持檢測陰性證明方可上崗。
多個轄區的商務部門進行協調，整理
形成供銷企業對接名錄，豐富終端市
場補貨渠道，保障市場供應和居民生
活穩定。

智能科技補防控漏洞
最新科技手段應用，則使得疫情

防控更加智能化。據悉，北京今年以
來加快推進智慧門禁建設，對於無物
業和物業管理不成熟的小區，優先安
裝智能門禁等安防設施。另外，不少
居民幾乎每天有快遞要查收，改變以
往快遞員 「進樓」 送到家門口的方式
，北京不少小區設置了 「近鄰寶」 等
智能快遞櫃，為個人提供快遞代收代
發及臨時寄存服務，減少與外來人員
接觸帶來的風險。

作為社會治理的最小單
元，社區處在今年新冠疫情
防控的最前沿。大公報採訪
北京多家小區社區防控舉措
了解，測溫、查證、驗碼、
登記是今年北京疫情期間封
閉管理的 「配套 」 措施，智
慧門禁建設也加快推進；小
區快遞智能櫃接收，大大減
少了接觸風險。而對於中高
風險封閉小區，政府調配蔬
菜直通車則及時解決了生活
必需品供給問題。社區消毒
專員制度，掃清衞生盲點死
角。社區打出 「組合拳 」 ，
成為抗疫新冠一路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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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居民壓力 社工一呼百應
6月份，新發地市場發生聚集

性疫情後，北京全市社區防控工
作迅速進入 「戰時狀態」 ，重重
工作使原有的人力調配 「捉襟見
肘」 。在此背景下，北京充分調
動社區工作者資源，充實了社區
防疫力量。

「在東花市街道南裏社區，
社工和志願者一起組建 『鄰里燭
光隊』 ，每晚七點到九點在社區
裏遛彎兒，尋找白天上門登記情
況時找不着的住戶，共同編織起
一張無盲點的防疫網。」 北京東
城區副區長趙凌雲稱，社工的特

點就是了解社區裏的 「家長里短」
。疫情突襲，每個社工對自己片
區的基本情況都較為熟悉，這為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趙凌雲介紹，疫情防控期間
，部分居家觀察人員心理壓力大
，東城區體育館路街道長青園社
區社工組建「線上陪聊小組」，緩
解居家觀察人員心理壓力。

據悉，北京全市7120個社區
、村，有近10萬名社區工作者投
入抗擊疫情戰場。這些社工「一呼
百應」，成為了抗疫的主力軍。

記者 張帥

◀北京東城區
某社區，出入
要求登記和測
溫

大公報記者
張帥攝

社區發現疑似病例聯動過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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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正在為居民進行核酸檢測登記 大公報記者張帥攝

內地新冠肺炎疫情趨穩，民眾生活逐步
重回正軌的同時，防疫意識絲毫沒有鬆懈，
各行各業均採取嚴格措施，防範疫情反彈。
大公報今起推出一共四期的《內地抗疫啟示
錄》，記者前往大小社區、大型商超、電影
院、寫字樓和工廠等公共場所實地採訪，深
入了解各種行之有效、貼地貼心的防疫舉措
，希望透過這些成功實踐，給疫情正處於最
嚴峻時刻的香港以借鑒、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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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
而上*以北京世紀東方嘉園所屬社區防控措施為例

小區大門處對進出
人員進行體溫測量
24小時值守

發現身體異常者立
即暫停進入小區

社區立即上報協助
送醫

進行隔離檢查，直
到解除為止

英韓文宣傳單 體貼外籍居民
位於重慶和睦路社區的棕櫚

泉國際花園是該市最大的外籍人
士集中居住小區。有900多位外籍
居民。 「棕櫚泉社區的韓國人居
多，對此，我們把防疫宣傳資料
全部翻譯為英文和韓文，以便對
外籍人士進行防疫管控。」 和睦
路社區黨委書記姚紅梅介紹，2月
下旬韓國疫情暴發，從境外返渝
人員須居家隔離管控。為確保其

不出門，社區工作人員會施行專
班制，每天上門測體溫。

6月27日，6月30日有兩班從
韓國直飛重慶的航班，乘客均是
在渝工作生活的韓國人或家屬，
他們中很多人住棕櫚泉社區。姚
紅梅說，當時實施的是入境 「2+
12」 政策，入境後，從機場直接
送到指定酒店隔離2天，兩次核酸
檢測呈陰性後再派專車接回家，
居家隔離12天。居家隔離後還要
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隔離的外籍人士14天內不
能與在渝家屬見面，社區為外籍
人士家屬安排了酒店住宿。」 姚
紅梅介紹，每天專管員與返渝外
籍人士對接，視頻連線測體溫。
入境第13天須上門進行核酸檢測
，為了保障防疫人員安全，社區
和衞生中心規劃醫護人員從頂樓
開始，逐一對居家隔離的返渝外
籍人士做檢測，不走重複路。

記者 韓毅

善用社交媒體 跟進回國個案
武漢市民吳女士7月中旬從美

國經上海隔離14天後返回武漢，
她告訴記者，社區在封城期間就
建立了業主微信群，得知他們在
境外滯留，此後便不斷跟進他們
一家的狀況，詳細了解他們的動
態。在吳女士入境上海隔離期間
，武漢的社區工作人員就主動與
她聯繫，告知她在隔離期滿後，
須準備好隔離的相關證明和核酸
檢測報告，提前把電子檔發送給
社區工作人員備案。

7月下旬吳女士結束隔離乘飛
機從上海返回武漢，社區已經與

武漢天河機場的疾控部門取
得聯繫，派專人前往機場接
她返回小區門口，再與小區
的網格員當面就吳女士返回
小區進行交接，並囑咐她近
期不要出境旅行，此後由網
格員定期跟進她的健康狀況
。她表示，小區原來有4個

門供出入，到目前為止仍然只開
放了兩個門，封城期間物業搭建
的值班帳篷仍沒有拆除。

吳女士表示，社交媒體群在
武漢封城期間發揮了巨大作用，
通過網絡，她向社區告知家中還
有老人需要提供食品和藥品，社
區工作人員都及時為老人提供了
協助，整個返回武漢的過程也是
通過網絡得到社區工作人員的指
引。另一位武漢市民徐先生表示
從來沒有覺得微信群如此重要，
每天可以看到小區內確診和疑似
患者的人數和發熱樓棟的信息；
物業工作人員對公共設施的清潔
消毒情況都會在群內公示；最重
要的是可以分享團購生活必需品
的信息 「信息透明是制止大家恐
慌的最好方式，社交媒體群為居
民們搭建了一個最好的信息溝通
平台。」

記者 俞鯤

▲和睦路社區黨委書記姚紅梅介
紹疫情防控 大公報記者韓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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