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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 联合出版

□记者 姚沁艺

自 3 月 6 日上海实行从机场到社区的“无缝衔接”闭环式防控
举措以来，从疫情防控重点国家回沪的南西人发现，无论是在白天
还是凌晨，街道工作人员在航站楼的贴心引导、居委干部在小区门
口的热情接应，都不会缺席。

为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南京西路街道通过
派出工作人员入驻机场、安排专人轮流对接转
运车辆、 三方联动对当事人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 为隔离居民提供后续生活保障等措施，做
到对重点国家入境人员的管控形成“闭环”。

而对于从重点地区、 非重点地区和非重
点国家来沪人员， 街道也分别采取了相应的
管控措施， 做到举措环环相扣、 管理精细到
位。

管控“第一环”从机场开始

濮骏一是南京西路绿化市容管理所的一
名工作人员，3 月 6 日起， 他和其他 47 名来
自静安区各委办局的同伴们一起， 作为静安
区首批入驻机场的工作组成员，分赴虹桥、浦
东两大国际机场进行值守。

濮骏一的值班地点在浦东国际机场 T1航
站楼，作为晚班人员，他的值班时间为 0点至 8
点。 在这段时间里，他要负责对海关排查出的来
自重点国家的入境人员进行登记和信息核实，再
将要送到静安区的人员集中送至转运大巴上。

“可以说，我的工作是在第一个闭环和第二
个闭环之间做好衔接。”濮骏一所说的第一个闭
环，是指“落地后专用通道分流排查闭环”，在这
个过程中，14天内到过或途经重点国家、没有明
显症状的旅客需要经过分流、填写健康申明卡、
出示健康申明卡并贴标、红外测温、边检入境、行
李消毒等一系列程序， 且在核酸检测为阴性后
才能到达静安区驻点的工作台， 由濮骏一及他
的同伴们进行核实工作。

“我们首先会检查他的护照，是否有海关
贴‘黄标’，并查看目的地是在哪里，然后我们
会了解对方过去 14天的行程情况。” 虽说晚
上的航班相对较少， 但濮骏一还是会遇到航
班到达时间相近， 或一趟航班上有多名要到
静安的旅客的情况， 此时就更加考验工作组
的效率。 光在询问旅客居住地方面，工作组就
采用了多种办法。 “我们会口头询问，有时也

会借助公安民警的力量， 他们有一个软件可
以查询路径和居住地址。 ” 有时排队的人较
多，一些不了解情况的旅客会表示不理解，此
时， 濮骏一和伙伴们总会耐心地向他们介绍
目前的防疫工作，防止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之后， 驻点机场的工作组还要填写集中
转运单，将人员信息、车辆信息发布在由区地
区办组建的工作群内，再由各街镇认领，同时
还要将相关人员集中护送至相应的转送大巴
上。 这一系列的工作， 也为第二个闭环———
“‘直通车’接送转运闭环”开了个好头。

社区值守保证“无缝衔接”

当濮骏一将转运信息发送至工作群的那
一刻， 南京西路街道负责晚班值守对接的工
作人员吴鸿波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据悉，南西街道和机场组的转运对接工作从
3月 6日开始，实行 7天 24小时工作制。白班从
8时至 20时， 由社发办的 4名工作人员每天轮
流值守对接；晚班从 20时至次日 8时，由吴鸿波
值守对接。 吴鸿波是南西街道的援外干部，目前
还未正式出发，于是他主动提出参加疫情防控工
作，并志愿接下了晚班值守对接的任务。

记者了解到，转运工作的对接信息会在工
作群中不断滚动， 并提醒相应街道的对接人，
因此需要一直关注。 根据规定，值守人员在工
作群中“接单”后，首先要联系随车工作人员，
及时了解转运车辆行驶情况，估算好何时到达
小区居住地。 同时联系居民区，告知将有相关
人员进入，要求物业门岗、居民区做好登记、放
行。 当事人到达后，居民区、门岗要及时报告，
同时告知当事人不得外出，等待三方联动处置
和居家隔离。如果在夜班期间碰到当事人不配
合、周边居民不配合、物业不配合等情况，由夜
班机关值班人员按正常工作流程处置。

吴鸿波介绍， 机场组一般会在大巴开出
的同时，在工作群内发布消息，因此他时刻盯
着手机， 且对于相关人员的居住地址都格外
留意，生怕错过一个回南西街道的人员。

通常来说， 从大巴驶离机场到南京西路

街道， 只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吴鸿波做
各种对接工作。 “南西街道无门岗小区比较
多，这给我的工作也增加了难度。”吴鸿波说，
如果是租客回沪， 那么他还需要和房东进行
核实。 3 月 16 日晚上，租住在南西街道某小
区的一名女士从重点国家回沪， 吴鸿波第一
时间与房东核实信息，并告知相关情况。房东
表示愿意尽到相关的义务， 并协助吴鸿波联
系到了这名租客的保姆前去大巴停靠处接
应。此时吴鸿波依然不放心，又联系了租客所
在小区的物业人员一起接应。当晚，保姆和物
业人员接到了租客，经过测温、登记等一系列
流程，这位回沪人员终于回到了住所。

回沪人员回到住所并不意味着管控的结
束，据了解，重点国家入境人员入住小区后，每天
9时至 17时， 南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和
居委会、南西派出所，开展三方联动处置，对当事
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要求当事人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同时，由居民区提供生活保障，由街道市
容所安排专业力量清运垃圾。 至此，才形成了第
三个闭环———“属地社区管控闭环”。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南西街道征用位于
襄阳北路 22弄 22号的古柏居委活动室作为
街道境外人员的过渡安置点， 该活动室是一
座临街面的独立活动室， 街道还在安置点配
备了一次性用品方便相关人员使用。

其他来沪人员管控也不放松

除了对重点国家来沪人员的 “闭环”管
控，对于重点地区来沪人员、非重点地区和非

重点国家来沪人员， 南西街道也分别采取了
不同的管控措施。

对于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南西街道要求相
关单位确认该人员是否是本小区长期住户，要
有相应的租赁合同和居住证明，并要求房东和
承租人签署相关承诺书。 此外要了解是否符合
居家隔离条件，要有独用的卫生设施。 符合居
家隔离条件的，要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14天。 不
符合居家隔离的，要送集中隔离点。 由于重点
地区来沪人员大多是采取自驾、坐火车等方式
入沪，街道还要求居民区通过物业、门岗等每
天进行排查登记，遇到有相关人员出入，立即
上报。

对非重点地区和非重点国家来沪人员，
南西街道则采取“零报告”管控制度，要求当
事人自行做好为期 14天的个人健康管理。

街道要求企事业单位员工，在 14 天自行
居家健康管理期间发现发热等异常症状，立
即向所在单位报告， 同时向居住地所在的居
委会报告。 居委会在接到社区居民的发热症
状报告后，要立即上报，同时提醒当事人戴好
口罩尽快就医。 同时，居委会要在当事人就诊
后，尽快将诊断材料上报街道社发办。

社发办不仅要做好零报告登记，还要与社
区卫生中心联系，及时将发热病人的诊断情况
上报街道。据了解，做好“零报告”工作的关键
是各居民区、各物业门岗要每天登记、掌握外
来人员入住情况。各居民区带块干部要对外来
人员何时入住、 是否在 14天观察期内等情况
了如指掌， 要提醒外来人员尽量不要外出，自
行做好健康管理，如有异常，立即上报。

濮濮骏骏一一护护送送回回静静安安的的人人员员上上大大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