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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4 日下午， 区委副书

记、区长钟晓咏先后赴斜土街道肇清居民

区、龙华街道龙华新村居民区、康健街道

桂平居民区，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干

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及下沉干部，向他

们表示感谢和肯定。

每到一处，钟晓咏都对居民区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执行落实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就

“三区”划分管理、生活物资保障和居民就医

购药等作具体了解，向居委干部、居民区志愿

者、物业人员、公安民警和下沉干部等亲切问

好，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日以继夜奋战在

抗疫一线，全力守护社区安全和居民安康。

钟晓咏指出，大家要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不懈怠、不侥幸、不松劲，齐心协力、坚

持到底、 战胜疫情。 要严格居民区管控，

按照“三区”划分要求，加大对流动人口、

居家隔离等人员的管理，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流动聚集。 要争创无疫小区，广泛动员

居民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将各项

防疫要求落到实处，争取早日解封。 要做

好小区清洁消杀，组织好消杀力量，开展

好终末消毒、外环境预防性消毒和家庭清

洁消毒，确保全覆盖、无死角。

不懈怠不侥幸 齐心协力坚持到底

钟晓咏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抗疫一线人员

筅 记者 刘坤

随着上海逐步复工复产， 许多重点

区域和公共场所启用“数字哨兵”，为精

准防控提供支持。“数字哨兵”如何工作？

居民使用是否方便？ 记者 5 月 4 日中午

来到了徐汇区恢复线下营业的沃尔玛超

市（凌云店）一探究竟。

“您好，请出示健康码。 ”在沃尔玛超

市门口，配备了屏幕和扫码功能的“数字

哨兵”已经上岗。 在两位穿着大白服的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陆陆续续前来超市购物

的居民保持两米间隔，并提前准备好了健

康码。 走到仪器前，只需要对准扫码的地

方，3-5秒内屏幕上就会显示顾客 48小时

内核酸、抗原结果、行程码、体温等信息。

相比于人工登记人员信息等方式，

“数字哨兵”优势明显，不仅能够快速核

验健康码、身份证、核酸检测信息，保障

核验效率， 还能帮助相关部门快速开展

流调和精准排查。 同时， 数据不经过商

家，也有利于保护市民的个人隐私。

为保障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通行，“数字哨兵”除了通过扫码核验，还

支持直接扫描身份证。 刷身份证与扫码

操作类似，只要靠近仪器，屏幕就会快速

显示相应信息。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前

来购物的居民，均表示“数字哨兵”的反

应速度较快，扫码进入比较方便。 也提醒

前来购物的居民一定要携带好智能手机

或者身份证，排队注意保持两米间距。

居民反馈， 沃尔玛 5 月 3 日已经进

行过一次试营业， 当天前来的顾客基本

都是通过微信群或者熟人渠道得知的消

息。 许多人都是附近防范区的小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等， 前来为小区居民代购生

活物资。 目前来看，超市内的商品备货充

足，人流量不大，场内购物井然有序。

“数字哨兵”在重点场所上岗

商业网点复工复市有序推进

筅 记者 王旭

这天下午 3 点， 徐汇区长桥菜

市场，高铭言和同事们依旧穿着“小

蓝” 在忙活： 几个菜篮子在跟前一

摆，他往小凳上一坐，就“圈”出了他

的“战场”。“每包总得三五样菜，让

咱百姓搭配着吃”，在他面前，已经

整整齐齐垒着一堆堆时令鲜蔬，但

他手头仍然没停，加紧分拣分装。 天

还不算太热，却已经滋出一身汗。 因

为他知道， 居民等着呢———今天的

1000 份蔬菜包， 是要赶在天黑前送

达社区门口的。

高铭言是上海铭言企业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企业在徐汇区下

属有 20 多家菜市场。作为保供企业，

自 3 月中旬以来，他们积极与包括江

苏、山东、陕西、福建等在内的全国各

地的蔬菜基地进行供需对接、拓展货

源。从各家种植基地紧急调运蔬菜作

为应急保障供应，送往徐汇区的虹梅

街道、枫林街道、长桥街道、华泾镇等

街镇，为 100 多个小区保供。 截至目

前，已经累计提供蔬菜包 10 多万份，

共计 2000 多吨。

在他的这段记忆里， 昼夜是颠

倒的。“找货源、卸货、分包、送货”，

每天忙的就是这几件事儿。 但货啥

时候到，却始终是个未知数。 半夜两

三点、四五点到也会出现，有时候下

午来也有可能。 但送货时间却是固

定的：要赶在天黑前送到居民区！ 这

样一天天下来，忙的时候，高铭言每

天工作 18 个小时，数十天没有“认

真”睡过觉，就是扒几口饭穿着防护

服眯一会儿。 货来了又开始分拣分

装。 这样“过日子”，具体日期他记不

清， 但每个时间档口该装多少包蔬

菜， 送往哪个居民区， 派几辆商务

车、几辆货车，运送路线啥样，他心

里门儿清。

他们的每包菜，都是 30元，包含有

3-5个品种。 最艰难的时候一包 8斤以

上，现在菜价平稳后，每包 9斤以上。

好在困难时刻已经过去， 眼下，

货源、运力压力都减轻了很多，高铭

言也动起脑筋想让居民们吃得更好，

也让大伙儿尝尝春天的味道。

（转载自文汇报）

保供 10多万份 2000多吨蔬菜包

为了餐桌上的安全感

筅 记者 王宛艺

入驻漕宝路方舱医院已有十几天，

山东省援沪医疗团队和来自徐汇区审计

局的管理团队配合越来越默契。 截至目

前， 漕宝路方舱医院累计收治病人 1240

人，已有 979 人出院。 患者的康复离不开

双方的团结协作， 也离不开同一种信念

的支撑。

“我的困难可以往后放一放”

“现在大家都有困难，大家都不容易，

我的困难可以往后放一放。”在单位召集

干部前往方舱支援时， 区审计局机关党

支部预备党员杜鹃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小儿子今年还不

到两岁。 进入方舱之后，杜鹃在后勤保障

组，负责指挥部保洁和环境消杀工作，她

发挥审计人严谨细致的作风， 牵头制定

了指挥部环境消杀流程， 确定重点消杀

点位，严格消毒频率，确保指挥部环境

安全。

党员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 在急难任务上勇挑重担， 主动亮身

份、冲锋在前。 漕宝路指挥部临时党支部

现有党员、预备党员 15 人，占指挥部全

体人员的 65.22%。作为接替团队，支部带

领党员群众克服人手少、物资匮乏、情况

不熟悉、专业性不强等困难，强化组织分

工、加班加点摸清情况、细化应对措施，

全力克服困难、打通工作瓶颈，力保医疗

团队、舱内患者生活和工作不断、不乱。

为了及时疏解舱内患者的情绪，帮

他们解决问题， 区信访办文磊牵头设立

了第一个方舱“24 小时暖心热线”。 有一

次，他关注到一个病人精神恍惚、携带危

险物品，立即报告指挥部，协助指挥长成

功处置突发事件。 对于舱内的患者，文

磊细致耐心，对于关注的对象会主动通

过电话、微信经常性与其谈心、了解思

想动态。 他说要用指挥部的“暖心、知

心、细心”治愈患者的忐忑不安、无所适

从，增强指挥部的感召力，更好地引导

舱内自治。截至目前，已经接听电话 376

次， 帮助 80 余名患者解决各类问题与

困难。

为了保障物资的平稳充足供应，徐

汇资本抽调本部及下属子公司徐汇科投

4 名同志组建物资采购团队，这支由“70、

80、90、00” 四个年代组成的物资保障团

队成功诠释了跨越年代但仍旧长存的

“艰苦奋斗”精神。 物资不足，他们联系；

渠道缺少，他们挖掘；成本过高，他们谈

判；时间紧张，他们加班……至今保障方

舱防疫物品、生活物品、办公用品、消防

安全用品等各品类物资 178232 件。

在指挥部临时党支部建设的基础

上，支部将组织触角延伸，开展党员“亮

身份”、“疫”线党旗红活动，在舱内组建

志愿者服务突击队。 目前在指挥部临时

党支部的指导下， 舱内已建立临时党小

组，组织党员开展学习教育。

蒋女士在社区做志愿者时不幸感染

了新冠肺炎，随即家人相继确诊，孩子也

一同进入方舱，消极情绪不免涌上心头。

进舱第一天， 山东医护团队和热心积极

的志愿者们就招呼蒋女士一起熟悉舱内

环境，关心她的担心忧虑，协同指挥部一

起开导，缓解她的焦虑。 后来，蒋女士还

作为党员志愿者的积极分子， 参与了方

舱教室的布置和学生召集等工作， 受到

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广泛好评。

同心守“沪”有“法宝”

漕宝路方舱医院由山东省援沪医疗

团队接管，区审计局主要领导带队业务骨

干配合运营保障，临时党支部共建就成为

双方压缩磨合期、提升战斗力的“法宝”。

漕宝路方舱指挥部临时党支部和山

东省援沪医疗队漕宝路方舱医院临时党

支部构建了“五共”机制，即“支部共学、

情况共研、活动共融、事迹共享、党建共

宣”，着力将方舱党建融入医院管理和运

行的全过程。

同时， 山东省援沪医疗队牢牢抓住

医院管理主线，带领综合管理、医务部、

护理部、 感控部四个部门迅速熟悉工作

环境，制定入院接诊、出院工作、交接班、

早交班等管理流程与制度。 目前，团队已

经完成了方舱医院制度汇编， 打造了 8S

（整理、整顿、清洁、规范、素养、安全、节

约、服务）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由 6S 管理

理念发展而来， 作为方舱医院精细化管

理的基础，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方舱也有暖心热线

同心守“沪”还得靠这个“法宝”

筅 记者 王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