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政务服务大厅
全面启用“随申码”

2020.3.11 佐责任编辑 / 张蕾 执行美编 / 胡 敏

07
天山··

公告牌

新书推荐

《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
作者:张维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本书中，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将互联网
思维融入中国话语体系，以生动鲜活的热点问题为
切入口，建构出了一套政治领域的“中国标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有信心为人类对更
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作者既激发了受
众读者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更是以一种宽广
的世界眼光、博大的人类情怀，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了中国人的判断。

不让沿街楼洞成疫情“漏洞”

疫情发生以来，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以小区为
单位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归并出入口，在辖区 18 个
居民区、53 个自然小区建立起 71 个“小包围”，基本
实现小区“一门出入”。 然而，辖区内还有 85 个沿街
门洞房屋，涉及 12 个居民区，量大、面广、分散，成为
社区防控的一个难点问题。 街道防疫领导小组及时
进行专题研究，快速落实 6 项举措，确保社区防控严
而又严、细而又细。

●措施之一：告知
所涉居委会在每个门洞张贴管控公告，做到“全

覆盖”；对暂未返沪住户，以管控公告封门，做到楼内
居民（本地居民、租户）对疫情防控期间沿街门洞纳
入封闭式管理“全知晓”；对快递、外卖集中存放、自
行领取做好解释告知工作，做到居民“全配合”。

●措施之二：技防
街道对 85 个沿街门洞的门锁情况进行全覆盖

摸排，对 9 个缺失的防盗门锁重新安装，并为居民
配备钥匙，对22个损坏门锁进行维修。对于损坏频
率高的门锁在楼组加装探头等监控设施，确保门洞
防盗门能关尽关。

●措施之三：管理
居委会通过“以房查人”，对沿街门洞居民进行

逐户排查，落实相应的管理举措。针对外地回沪人
员，做好信息登记和核查工作，督促每天两次测量体
温并报告，加强动态管理。通过发放《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沿街门洞居民自我管理规范》督促居民加
强自我管理。

●措施之四：蹲守
居民区发动楼组长、党员骨干分楼包干，通过楼

组自治加强门洞管理，居委会定时巡查，如发现居民
外出未关门，做好教育引导。针对检查发现经常性不
关门、门锁遭人恶意损坏的门洞，集中落实一批党员
志愿者力量，全天轮流蹲守防控。

●措施之五：巡查
组建一批由街道机关干部、区检察院下沉干部、

市场监管、城管、社工、志愿者组成的疫情防控队伍，
分为四组每天对沿街门洞进行巡查，督促居民凭钥
匙进出并做到自觉随手关门。对有未返沪住户的门
洞，巡查组每日至少一次入楼巡查，实现了每日核查
的全覆盖。巡查组每日汇总疑难问题，提交领导小组
会议专题研究，协商推进。每组巡查队伍还配备一支
额温枪，在巡查门洞过程中为进出居民测温。

●措施之六：服务
在人流量大、交叉路口等关键区域设立临时检

查点，做好流动人员的测温检查、信息登记等工作。
此外，在沿街门洞附近区域设立快递、外卖存放点，
告知居民配合自取，加强快递、外卖人员管理，为沿
街门洞的居民做好服务，让他们在疫情期间仍感受
到天山社区的关怀。

（街道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

工作，高效管控线下政务服务大厅。2 月 24
日起，上海市所有线下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随申办“随申码”服务，办理业务的人员需
要出示“随申码”，显示绿色的方可进入大
厅办理业务。目前，天山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业务已实施“随申码”亮码管理人员出
入。 中心业务以“暂缓办、网上办”为主，最
大限度减少往来线下服务大厅的次数和办

事时间， 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您可以通过
“一网通办” 总门户 www.shanghai.gov.cn、
“随申办”APP、 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进行
网上办理。
■“随申码”三色动态管理

上海“一网通办”依托移动端“随申
办”打造的“随申码”，支持绿、黄、红三色
动态管理，方便市民工作、生活、出行等需
要，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撑。

红色： 显示红色说明是未解除医学管
理措施、确诊未出院、疑似未排除等人员。

黄色： 显示黄色说明是重点地区来沪
未满 14天的人员。

绿色： 显示绿色说明是未见异常或已
解除医学管理措施的人员。
您可以通过 “随申办”APP、“随申

办”支付宝小程序、“随申办”微信小程
序、“健康云”平台获取“随申码”服务。
■如何从“上海发布”打开“随申码”
①打开“上海发布”公众号页面，点击

菜单栏“随申办”按钮，即可跳转“随申
办”微信小程序
②点击“随申码”，即可获取个人对应

的“随申码”
③经过“实人认证”后可以生成“随

申码”
④现场工作人员识别二维码即可了解

个人健康防控状态信息等
■“随申码”使用指南

方法一：一键亮码
第 1 步：进入“随申办”APP或“随申

办”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打开“随
申办”APP；通过“上海发布”公众号“随
申办”频道进入微信小程序；在支付宝内
搜索“随申办”进入支付宝小程序。

第 2步：进入“随申码”入口。“随申办”
小程序还可通过热门服务、推荐服务、“我的
防疫战”专题找到“随申码”入口进入。

第 3 步：“随申码”亮码。经过“实人
认证”后，点击“随申码”按钮，即刻为您
亮出“随申码”。“人码比对”———照片实
时显示，依托“一网通办”照片库，在“随
申码”显示本人照片头像，进行“人码一
致”的比对判断。
对于来沪人员，须按照上海进沪相关

防控规定，通过“随申办”（APP、支付宝
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或者“健康云”平
台完成线上“来沪人员健康登记”，主动上
报个人信息，登记完成后才可获取“随申
码”。

第 4 步：“随申码”核验。过使用微
信、支付宝、“随申办”APP 扫描用户出示

的“随申码”核查获取用户基本信息、健康
防控状态信息。
方法二：主动扫码

第 1 步：扫一扫张贴二维码
第 2 步：“随申码”亮码

打开微信、支付宝或者“随申办”APP“扫
一扫”功能，扫描线下张贴的相对应渠道
的二维码，经过“实人认证”后，即可亮出
“随申码”。
“人码比对”———照片实时显示，依托

“一网通办”照片库，在“随申码”显示本
人照片头像，进行“人码一致”的比对判
断。

第 3 步：“随申码”核验。现场工作人
员可以通过使用微信、支付宝、“随申办”
APP 扫描用户出示的“随申码”核查获取
用户基本信息、健康防控状态信息。
■实人认证
“随申码”需经过实人认证后才能获

取。“随申办”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会提示
您进行“人脸识别”。（以微信为例）“随
申办”APP 需实名注册用户才能获取“随
申码”。
■申诉渠道
此外，如果您对“随申码”的数据准确

性有异议，您可以通过“随申码”下方的
“我要申诉”留言，会尽快核实信息，并予
以回复。

（上海发布、市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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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以来，街道聚焦独居、高
龄、困难老人的生活情况，通过“四加
强、四确保”，主动跨前做好防控，多措
并举落实关爱， 打好社区疫情防控和
关爱老人的“组合拳”。

加强宣传教育
确保树立防范意识

通过微信公众号、养老工作微信
群、居民区电子滚动屏、宣传告示栏等
多种方式宣传疫情防控举措，倡导老
年人推行“六步洗手法”，指导科学认
识和疾病预防，加强心理疏导，提高老
年群体防护能力。

加强联系沟通
确保信息渠道畅

建立社区老人疫情联防联控沟通
机制，筑起“街道老龄办—18 个居委
会—18个老年协会—老伙伴志愿者”
四级沟通网络，督促各居民区每周两
次主动关心孤老、独居老人、困难老人
的生活及健康情况。
通过社区老年协会、老伙伴志愿

者、楼组长等多元力量关心，倡导邻里
守望相助；畅通 24 小时联系渠道，各
居民区一旦发现辖区内有老人异常情
况及时跟踪并上报，全面掌握独居老
人居家动态信息，协助解决实际困难。

加强过程管理
确保服务安全有效

为了满足独居、高龄老人就餐、助
医需求，街道推出“送餐助医我先行”

专项服务，居委干部和志愿者共同为
老人送餐助医等工作出力。
一方面，于 2月初恢复为 60 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并建立
制定了《疫情期间每日送餐服务标准
化流程》，送餐服务严把四环节：每日
为送餐员测量体温；每日对送餐工具
做好消毒；为送餐员制作“小区出入绿
色通行证”；确保送餐员无接触式送餐
到老人家门口；另一方面通过实施“老
伙伴”贴心服务，为辖区内患有慢性
病、大重病的高龄老人提供配药送药
服务。对于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居委
会帮助他们预约登记、购买口罩，并送
上门。据统计送餐、送药、购买口罩服

务等，受益 500余户家庭。

加强群众自治
确保阻击防线牢固

街道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搭建
“1+5+X+Y”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模
式，“Y”即 18个居民区的 1100 余名
老年志愿者，他们忙碌在小区返沪人员
排摸、口罩预约登记、公共区域消毒、关
爱特殊群体、平安巡防等工作中，疫情
防控和关爱老人的“组合拳”，进一步
织密社区联防联控网络。居民亲切的称
他们为“银发战疫先锋队”。

（街道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