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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楼组包干“看好人”
分级防控“精准化”

“请大家不用紧张。 702 室业主从武汉
来沪后，二位老人已经到居委会和物业登记
了；街道卫生防疫部门已连续几天对楼栋进
行消毒。 ”“各位业主：其实二位老人并无不
适反应，他们主动登记、自觉隔离。 感谢他们
自觉配合，也感谢楼栋邻居们的理解！ ”“二
位老人：我是楼组长，按照你们的习惯，我买
了红菜苔、财鱼汤、粉蒸肉等菜放在你们家
门口，希望合你们口味。”这是几段楼组微信
群的内容，群主便是花木街道蓝天居委“爱
建园”小区联防联控“楼组包干员”邬国芬。

楼组包干“有温度”
事情还得回溯到 1 月 20 日。那天，爱建

园小区七楼二位老人从武汉归来，他们的儿
子都在国外。 通过微信联系，作为党员楼组
长的邬国芬第一时间告知他们要如实登记、
并居家隔离。 过了几天，社区医生上门检查
消毒时，楼栋里的业主看到了，立刻警觉起
来，便在群里议论开来。 针对各种不理解、有
恐慌的声音， 邬国芬勇敢 “站” 出来，在
“群”里解释疏导，言语既有理有节、又充满
温情。 而 702 室的业主也在群里说明情况，
自觉表态会配合做好隔离， 请邻居们放心。
由此，很快平息了个别业主的情绪，邻居们
也在微信群里向 702 室献花、问候、握手，表
达共同抗疫之情。

隔离战“疫”，楼组有“情”。”邬国芬自
志愿担当起了 702 室结对关怀志愿者后，除
每天干起买菜、收垃圾等“杂活”外，还为增
强老人抵抗力， 隔夜帮二位老人提供菜单，
并利用年轻时曾在湖北工作过、熟悉当地人
口味的经验， 购买湖北人爱吃的红菜苔、财

鱼汤、粉蒸肉等菜品，帮助老人们换换口味。
俩老感动又开心，烧好菜特地拍了照片发到
群里分享。 最终，14 天隔离观察期顺利结
束，一切正常！ 二位老人在楼栋群里对邻居
们表示感谢， 业主们亦纷纷在微信群里送
花、送祝福。“邻里好，赛金宝！”这是邬国芬
和楼栋群里的业主们最大的感受。

发动楼组“有力度”
为了减轻小区门口快递暂存点的管理

压力，邬国芬每天会把整个门洞的快递一并
带回去，放在楼道里，然后在楼组群里通知
邻居来取。 有一天，突然有人主动承担了这
项任务。 邬国芬说：“我们一个楼栋有 32 户
人，我们楼栋你看没有快递放外面的，我反
正每天去一次把我们整个楼栋的快递全收
回去，然后就挨家挨户通知大家。 那天 801
室他就通知了七、八家，他说今天我当了一
回志愿者，我把快递全拿回来了！ 邻里关系
融洽起来了，现在互相带。 ”在楼组长的带
领下，大家自发地互帮互助，传递温暖。

分级防控“到实处”
建立机制，压实责任。 花木街道抗疫以

来，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在六大社区、47 个
居委建立起管好家门口、严守楼组门、封闭
小区门、布控街区门等四级“守门人”制度，
筑起四道“防火墙”。而“严守楼组门”则通
过发挥楼组党建作用，实行自然门栋楼长责
任制，将党小组建在楼组上，由党员楼组长
担任“楼组包干员”，作为第一责任人，并建
立楼组微信群，“官宣”街道防疫工作情况、
口罩预约登记、致花木居民的信等各种官方

消息，带领楼里党员、居民骨干、志愿者，共
同做好防疫宣传、信息排查、邻里互助，对楼
里独居老人实行点对点关爱等服务，凝聚起
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楼组长”邬国芬的故事，是花木数千

个楼组长的缩影，正是他们的热心、耐心和
责任心，发挥了楼组包干“看好人”、发动居
民“齐上阵”的巨大能量，筑起花木街道群
防群治、联防联控的钢铁长城。

队员平均年龄 50岁，战“疫”与年龄无关

花木防疫突击队有战必胜冲在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所有人猝不及

防的同时， 也让一支消杀队伍成为了花木街
头最常见的风景，他们每天穿上防护服，背起
消毒器材，走遍花木辖区的大街小巷，成为了
社区战疫场上的突击勇士， 这支队伍就是上
海锦花除害保洁服务社（除害站），一支队员
平均年龄在 50 岁的熟龄消杀队……李荣宾
是上海锦花除害保洁服务社的站长， 当他说
起自己的防疫突击队， 一幕幕感人的画面重
新涌上心头……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疫
1 月 23 日小年夜，一个小区发现疑似病

例的电话， 让李荣宾站长与他的队员们一时
措手不及。 老队员吴坚成为了第一个主动请
战的人：“站长，我过去方便，就让我去吧！ ”
在简单的做好防护措施后，吴坚背着重达 40
多斤的消毒喷雾器赶到现场。 在现场，吴坚对
涉及楼栋的公共区域、 楼梯走廊以及疑似病
例家里室内各个角落进行了消毒处理。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彻底消毒， 消杀工作终于进行
完毕，当吴坚回到队里脱下防护服的时候，他
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老吴平时身体一直
不太好， 真没想到在关键时刻他选择义无反
顾的站出来，我真的很感动。我们队里的女队
员也同样巾帼不让须眉，只要有任务，就二话
不说扛起消毒喷雾器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疫
情就是考验，我们的队员个个都是好样的。 ”
李荣宾这样说到。

一封没有动员的请战书
“我们的服务社总共有成员 28 人，队员

们平均年龄在 50 岁，防疫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队员们能否承担起超负荷的消杀工作，说

实话一开始我真的没有信心。 ”直到一封请
战书的出现， 让李荣宾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
力量。

1 月 24 日，李荣宾刚在拟写完的请战书
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便接到了紧急任务赶
往现场。没曾想到，这封请战书却被一个路过
的队员看到了， 他也默默的在请战书上按上
了手印。就这样，这封请战书就在队员们间传
阅，没有动员、没有号召也没有宣誓，越来越
多的队员们在请战书上按下了坚定的红手
印。 等到李荣宾回来，看到的是一封早已按满
手印的请战书，队员们对李荣宾说：“站长，防
疫需要我们，社区需要我们，只要你带头，我
们也会毫不犹豫的跟着向前冲！ ” 就在那一
天， 消杀突击队正式成立了。 说起这封请战
书，李荣宾不禁红了眼眶。 “社区里目前就只
有我们一只专业消杀队伍，疫情当头，出击抗

疫，我们义不容辞。 ”

一颗有战必胜的决心
目前， 这支疫情突击队目前还承担着辖

区内 70多个公共点位的日常消杀工作，包括
地铁站、公共厕所、菜场等人流相对密集的场
所。 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敌人就是看
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病毒， 为了对疫情进行
全覆盖，突击队的队员们每天要背着 40 多斤
的消毒桶，走遍街道的大街小巷。

“有时候我们工作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得
到居民以及管理方的理解。 ”李荣宾介绍说：
“很多居民对消杀防疫工作不理解，常常会质
疑消杀工作是否有效果， 有的管理单位也会
因为担心会引起居民恐慌而拒绝我们的入
内。面对质疑声，我们能做的就是用专业打消
居民的疑虑，用行动获取居民的理解，用消杀

守护居民的安全。 ”每一次消杀过后，李荣宾
回站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断的进行总结， 从消
毒路径的规划到消毒药物的选择， 从药物剂
量配比到各类消毒器械的准确使用， 力求将
细节做得更完善，防疫消杀做得更到位。如今
李荣宾又带领着他的队员们重新学习钉钉软
件，积极参加市疾控、市爱卫办组织的线上培
训，为防疫消杀进行充电学习。队员们拿起了
老花眼镜，研究起了新科技，争做与时俱进的
抗疫先锋。

“我是一名党员，无论除害站队伍的平均
年龄有多高，我都会带着他们坚持到底，我相
信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疫的最终胜利，我
为我们这支队伍感到骄傲！”李荣宾的声音坚
定而有力。此时，李荣宾又接到了“春季灭鼠、
早春蚊虫控制”的任务通知，冬去春来，迎接
他们的又会是新的挑战……

战战““疫疫””日日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