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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欣豪园业主设“爱心站”
封闭式管理下，小区涌现战“疫”暖流

□记者 周晶 整理报道

日前，在西一居民区的凯欣豪园小
区内，一个由业主自发设立的无人值守
爱心站温暖着往来工作人员的心。自疫
情发生以来，由于实行封闭式管理，小区

居民的外卖、快递需求激增，而每幢楼的
“管家”则主动将岗位服务前移，每天上
下午两次将快递运到各楼宇大堂，有些
“管家”更是贴心的送到业主家门口。

“我在网上看到有关于上海爱心站

的报道，我当时就想，我们自己小区的工
作人员也是非常辛苦，尤其物业人员坚

守岗位，我们能不能也设立一个类似的

爱心站？”
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戴小姐告诉记

者，当她把想法发到业主群里后，得到了
非常多的响应，“我们随即就建立了一
个公益群，我们业委会副主任陈小姐主

动加入并负责协调物资，最终有超过 50
名业主加入，大家齐心协力，大概 3 小
时就完成了爱心站的建设。”

戴小姐分享给记者不少工作图片，
“尤其很多家长还带着孩子，为一线工

作人员捐献了物品，其实这也是非常有
爱的一幕，更是一堂最好的教育课。”

为了保障安全，爱心站建设在小区

内，所有物品在上架前都经过消毒。“我
们当时讨论过，除了一些即食食品可以
让工作人员方便取用，还有手套、口罩这
样的防疫物资，因为这是一线工作人员
最需要的。”

虽然设立时间不长，但“爱心站”收
到了很好的反馈，“我们物业还主动将
我们捐助过程等图片做成了一张感谢拼
图，发到了业主群里，这对于我们是非常
大的鼓励。”戴小姐说：“虽然这个爱心

站并不大，但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共克难
关，病毒不退，暖心继续。”外卖小哥从小区的爱心站取了一杯饮品

打通境外返沪人员“接管服”流程
华阳路街道严防境外疫情输入扩散

□记者 周晶 整理报道

进入 3 月后，上海虹桥、浦东两大机

场不断升级防控举措，从机场到社区，通

过无缝衔接、闭环式管理，大大降低了病

毒传播的风险。 作为闭环的终点之一，

社区能否根据新情况，升级抗疫应对及

管理能力，成为将抗疫进行到底的最后

一道防线？

全程接运有序不放松

守好社区防线，亟需打破信息和条
块壁垒，形成整体合力，才能实现“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守好社区防线，还需
要一支拉得出的“硬核”队伍；守好社区
防线，也要刚柔相济，体现上海的城市温

度。疫情就是命令，华阳路街道闻令而
动，慎终如始，以时刻准备着的战斗状态
和一直在行动的坚决态度，守好守牢严
防境外疫情输入扩散的基层战“疫”阵
地。

■开展小区居民排摸“车轮战”

街道组织居委会结合先期“挂图作
战”模式，进行多轮次、滚动式挨家挨户
上门再梳理、再核实，全面摸清空关、自

住、租房等人员底数，特别是外籍人士以
及出国游玩、差旅的中国人，对在沪人
员、未返沪人员进行分类建档、一人一
档，为后续精准精细进行境外返沪人员
接运打下可靠的信息基础。

西一居民区凯欣豪园小区由于紧邻
中山公园商圈，外籍住户较多，在街道的
指导下，居委会联合凯欣豪园物业及共
建联建单位链家公司逐门逐户排摸小区
人员底数，外籍人士中日籍人员有 370

户，韩籍人员有 8 户；居委会专门制作
《西一居民区外籍人士信息表》，详细罗
列外籍人士姓名、性别、年龄、国籍、住
址、返沪前始发地、是否返沪、到沪时间
等八大要素，针对未离沪、近期返沪等不

同情况，做好研判分析、精准施策，明确
近期返沪外籍人士即来、即报、即知，确
保全知晓、无疑漏。

■打好境外返沪人员接运“组合战”

街道根据疫情形势变化，科学调配
疫情防控工作小组，优化协同作战流程，
将更多精锐骨干力量向严防境外疫情输
入上倾斜集结，增派三组 6 人机场接送
任务人员，实行 24 小时轮班工作模式，

做到境外疫情防控工作力量时刻在线、

响应快速、衔接高效。

此外，街道还邀请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专业人员开展行前培训，讲解演示如
何正确穿脱防护服、护目镜、手套、医用
口罩，如何处置使用后的防护用品以及
接送注意事项，按规定进行每日两次体

温监测，保障接送人员个人防护措施到
位；严明境外返沪居民转运工作人员的
职责分工、纪律规范和上岗须知，随车机
关干部、司机人员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梳理制定入境人员接送流程，集中接送

严格执行指定酒店人员交接———核实居
住信息———指导填写健康 15 问———安
全护送入户———整车消杀“五步骤”，私
家车接送做到机场出发时间、送达入户
时间、居委干部等候时间“三核实”，并

将返沪居民填报的入境入户信息一览表
统一归并街道城运中心进行后续跟踪管
理服务。

防控管理有方不懈怠

街道联合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
委会与派出所工作人员组建的居家隔离
健康观察首日访视小分队。

■上门送上防疫“温馨包”

防疫“温馨包”内包括体温计、生活
垃圾袋，还有《防疫健康手册》、《日常
健康检测记录册》，内含中、英、日、韩、
西、德、法、俄、波、意十种语言防疫友情
提示卡，生活垃圾处理三步走流程，彩色

图解版居家隔离健康 TIPS，真人示范版
六步洗手法、六步戴口罩法和三步量体
温法等防疫“小贴士”，以直观清晰、生
动形象且看得懂、记得住的方式，便于境

外返沪人员理解运用，有效做好隔离期

间的居家消毒和自我防护；制作境外版
居家隔离健康观察一览表，悉数掌握居
家隔离人员基本信息、观察地点、首访时
间、体温数据等内容。

■加强小区封闭式管理

针对有居家隔离人员的小区，街道
特地增援管控力量和巡逻频次，同时暂
缓为境外返沪居家隔离的外籍人士发放
小区出入证，强化源头把控、动态把控、

精准把控。

居家服务专业不失温情

■组建“志愿者 + 机器”翻译团队

街道第一时间为居委干部购买科大
讯飞翻译机，提供多语言智能翻译服务；
向社会广发翻译“英雄帖”，目前已招募
到掌握英语、日语、意大利语、俄语、法

语、韩语等 6种语言的志愿者 7 名，开
展非接触式、视频在线翻译服务。

居委会发动有留学经历或外语类专
业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提供政策类等
文字材料翻译、咨询答疑服务，帮助一线

工作人员和居家隔离外籍人士克服交流
障碍，做到志愿服务和安全防范“两不
误”。其中，西一居民区督促凯欣豪园小
区物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开展多
国语言防疫宣传，将居民健康信息登记

表翻译成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并张贴
在小区门口。

■成立多方关心服务团队

街道、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四方联

动，发动楼组长、志愿者等以严格管控为

前提，以尊重外籍人士生活和居住习惯

为原则，专门成立关心服务小分队，通过
上门、视频、电话等方式与他们保持密切
沟通联系，提供及时、耐心、细致、周到的
关爱服务，满足境外返沪居家隔离人员
的各类日常生活需求，确保疫情防控严

格而不失温情。
苏一居民区兆丰嘉园内有一家酒店

式公寓，里面大部分居住的是日本人，居
委会与物业各司其职，物业全权负责居
家隔离外籍人士的生活用品代购等服

务，居委会则确保物业所需的防疫物资，
双方还未雨绸缪，达成共识，通过“统一
登记、分批购买”的方式，依托居委会口
罩预约登记平台，为公寓内所有未返沪
日籍人士提前购买到口罩。

此外，物业还在公寓大堂内放置AI
人脸识别机器，智能检验人员与所持护
照是否匹配，为疫情防控工作再加码，共
同筑起阻断境外疫情输入的人防、技防、
智防“安全网”。

开展行前培训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街道科学调配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AI人脸识别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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