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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外防输入防火墙
守护社区防疫“最后一公里”

曹家渡街道党工委 联合出版

□记者 朱杰

为了严防疫情境外输入，实现无缝衔接
和闭环管理，自 3月 6日起上海从机场到社
区实行 24小时不间断值守。疫情就是命令，
曹家渡街道在接到防控部署要求后，第一时
间派出人员参与静安区机场值守防控工作，
从登记信息到护送入境人员上大巴，从小区
登记到居家隔离期间的照护，曹家渡街道全
员出动，打响了这场防疫接力战。

成立工作组 统筹社区防控

进入三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国内疫情防控工作重点转向了防范境外输入
病例。上海根据实际情况，也实时更新重点国
家和地区的数量，从 3月 13 日公布的 8个逐
渐上升至 3月 26日更新后的 24个。
街道辖区内有 7.8 万常住人口，其中外籍

人员有 6000 多人，涉及 14 个居民区 84 个
居住小区，落实 24 小时无缝衔接和闭环管理
并非易事。3月 6日下午，街道迅速调整入境
人员防控措施，街道防控综合协调小组落实
24 小时值班待守机制，建立“街道指令发出
后 30 分钟内居民区工作人员到达小区点
位”接应机制。
3 月 28 日零点以前，在没有实行“入境

回沪人员一律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健康观
察”措施期间，机场工作组将申请居家隔离的
入境人员信息发至街道，由居委会工作人员
核实住户身份信息，并审核居家隔离条件。满
足居家隔离条件的入境人员，待核酸检测通
过后由大巴专车送回社区。
3月 6 日的晚上是上海启动闭环管理的

第一夜。这一夜，防控综合协调小组成员彻夜
未眠。次日凌晨 1点 28 分，社区发展办主任
陈巍收到机场工作组发向曹家渡街道的第一
条指令，“接送曹家渡社区居民的车辆已从机
场出发。”街道工作组成员接到指令后，迅速
确认航班信息、人员信息、接送车牌号、驾驶
员信息，目标小区、地址及门牌号。
凌晨 2点 16 分，接送这名入境人员的大

巴停在了达安花园小区门口，此时居委会干
部们早已守候在小区门口。他们立即上前为
入境人员进行了体温检测，指导其填写返沪
人员登记表。最后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入境回沪人员安全抵达上海的家中。
对于回到社区的入境人员，由社区医生、

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社区民警组成三人流调工
作小组，挨家挨户上门开展健康指导，要求隔
离人员签订《居家医学观察承诺书》，并建立手
机微信联系，一天两次测量体温并报告。14天
隔离期结束后，隔离人员将收到《解除隔离通
知书》，凭此证明方可解除隔离自由外出活动。
自 3月 6日至 4月 2日，曹家渡街道干

部、居委会工作人员持续加入到防疫接力战
中，24 小时待命日夜坚守，时刻关注微信工
作群，第一时间响应，确保不漏一单一人。在
机场工作组、街道防控协调小组以及各居委
会的通力配合下，排摸反馈、服务保障入境返

沪人员居家隔离累计 266 人，出色完成了
“闭环管理”的既定目标。

疫情即使命 男儿有担当

3 月 6 日一早，街道接到区防控领导小
组通知，要求街道派出人员参与组建静安区
派驻机场工作组。街道随即抽调工作人员，派
出社区服务办干部黄山加入工作组，他也是
曹家渡街道向机场派出的第一位支援人员。
在浦东机场，黄山和其他静安工作组成员一
起，迎接着一批批入境旅客的到来。黄山的工
作岗位在T1航站楼，任务是为居住地在静安
区的入境人员登记信息，并妥善安排他们坐
上集中转运的大巴。

一天早上，黄山远远地看到有一位老奶
奶缓步走来，他赶忙迎上去扶老人家坐下。在
察觉到老人情绪不安时，黄山赶紧和老人拉
起了家常，缓解她的紧张情绪。在得知老人还
没吃早餐后，他又马上把自己领到的早餐递
给了老人，同时不断安抚老人，使其情绪逐渐
平稳。不久，老人的儿子匆匆赶到。原来，儿子
去拿行李时老人独自离开，当他看到黄山对
母亲细心照顾后感动地说：“回到祖国真好，
上海真好，感谢你们！”。

3月 22 日零点，作为街道第二批派往机
场工作组的陶伊霏，换上了防护装备迎来了
他的第一次机场值守。“虽然经过了培训，但
第一次上手心里还是有一点忐忑。”陶伊霏回
忆说，在迎接入境旅客登记时，有不同肤色、
不同国籍的旅客，语言障碍是工作组面对的
最大挑战。

虽然现场有翻译人员，但因人数有限，有
时候只能靠工作组成员硬着头皮上。一天当
班时，陶伊霏接待了一位从法国抵沪的意大
利人。这名外国人不会说中文，连英文水平也
十分有限。经过一番周折，陶伊霏弄清楚这名
外国人到上海后将要入住的居住地址，但经
当地社区工作人员确认反馈，该住址不符合
居家隔离条件。

当时机场海关采取限流措施，大大延长
了入境旅客的出关时间，再加上语言沟通上
的困难，这名外国人的脸上也出现了不安的
情绪。此时，陶伊霏急中生智让这名外国人拨
通了他在国内的联系人。有了联系人这座“桥
梁”，陶伊霏向这名外国人详细说明了居家隔
离的防控要求，并对其提出的种种顾虑一一
给予耐心解释。最终，这名外国人放心地接受
了集中隔离的安排。
陶伊霏表示，经过两周时间的值守，虽然

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多。他认为在机场值守的
工作与在社区做工作十分类似。如果说有什
么工作方法，那就是守住心中底线不放松，
平等对待每一位入境旅客，心态平和、有理
有据。
自 3月 6日至 4月 6日，曹家渡街道已

向机场工作组派出了 5名机关干部，加入静
安区派驻机场工作组参与机场防控工作，之
后还将根据需要调派工作人员。在值守机场
的日子里，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毅然坚守在一
线。正如黄山所说的那样，“虽然在防控第一
线，起初也是有担心，可到岗后更多的是责任
和爱，我们多做点、细致点、专业点，为大家守
好第一道关，让入境旅客安全回家就是我们
的工作目标。”

日夜陪伴 守住社区安全

在入境人员居家隔离 14 天期间，街道机
关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日夜守护、接力驰援，各
居委会“十八般武艺”全开，开启暖心服务模
式。除了做好居家隔离人员的日常照护外，对
身处海外的本地居民，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时刻与他们保持联系，让他们第一时间
了解最新的防控资讯。
“余老师，您现在还在国外吗？什么时候

准备回上海啊？”当街道侨联干部李玥璐得知
80 多岁的余老师在海外探亲后，便每天和老
人保持联系。老人回国具体时间确定后，街道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和老人所在的居委会对

接，制订工作方案，做好接机、隔离准备工作。
为保障老人回国后的日常三餐，居委会提前
为她订好了社区老年餐。机场大巴抵达小区
时已是深夜，居委会干部用最短的时间帮老
人完成信息收集工作，并护送老人回到家中。
第二天中午，街道侨联干部和居委会干部再
次上门，给老人送去了生活物资，并对老人说
“有需要尽管说，不用怕麻烦！我们就是您的
家人、晚辈！”老人激动地回答道：“回家真
好，有你们在我很安心。”
3月 28 日，家住长春居民区的一户四口

之家从泰国抵沪，4 人中外公是高度近视患
者，外婆患有腔梗，同行的 6岁小外孙在泰国
时不慎受伤缝了 8针，需要家人的照顾，不适
宜集中隔离，于是提出了居家隔离申请。长春
居委会接到“居家隔离确认单”后，立即进行
了该户信息核实工作，认为 4人符合人性化
管理的相关条件。当天半夜，一家四口经区留
验点核酸检测为阴性后，由工作人员护送到
小区门口，居委会将其接应入户，并送上准备
好的贴心提示和应急防护包。第二天一早，居
委会又电话主动询问需求，老人的常用药吃
完了，需要至定点医院方可配药。于是工作人
员再次上门拿着老人的病历卡，先后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静安区老年医院为其配足了
两周的药品，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生
活物资。
记者从居委会了解到，为了更好地监督

居家隔离人员的日常状况。入境回沪人员抵
达住所后，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社区民警上
门，为其安装无线“门磁”装置。该装置安在
住户大门外侧，“门磁”装置与居委会工作人
员的手机互联，只要住户开门，居委会就会收
到信息提醒。
长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桦表示，这样

做既监督了居家隔离人员，又缓和了周边邻
居的紧张情绪。14 天隔离期解除后，居委会
将“门磁”装置拆除，居民恢复正常生活。让
人感到欣慰的是，多数居家隔离人员对安装
“门磁”装置表示理解，同时对居委会工作人
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在这场防疫接力战中，曹家渡街道机关

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日夜守护、接力驰援。他们
是“逆行者”，他们是“守护者”，他们是“志
愿者”，曹家渡是这些返沪人员的家，更是全
体社区居民共同的家园。抗击疫情，“曹家渡
人”有责任和担当，我们也终将能战胜疫情！

编者注：从 3 月 28 日零时起，上海市已

对入境人员实施 100%集中隔离的新举措。

街道机关干部值守浦东机场参与防控

居委会干部迎接入境人员回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