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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社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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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张庙最美社区工作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宝山区广大基层社区工作者坚守岗位、日夜值守，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为服务群众、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作出重要贡献。这群奔走在街巷、楼栋、村湾里的社区工作者承担
着高强度、高风险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为守护居民健康、服务居民生活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 他们是疫情防控一线的“平凡英雄”，却有着不普通的担当；他们默默无闻，却有着一心为民的情
怀；他们身在基层，却凝聚起众志成城的战“疫”力量。

社区工作者的工作从来不限于防疫抗疫，他们扎根社区基层，成为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谁也不知道，社区里到底藏着多少让人惊艳的最
美一角；社区春晚、“学习强国”标兵会、厨艺家政 DIY……居民在社区参与活动便能享受到精神大餐。

近日，宝山“最美社区工作者”公布，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

“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因为有人替
你负重前行。 ”

农历春节将至， 但在记者采访过程
中，4 位居委干部依然忙碌在一线，有关
他们的优秀事迹均由居委主任和同事代
为讲述.与此同时，在电话约访中，4 位获
得者纷纷表示， 虽然宝山此次表彰的仅
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优秀社区工作
者，但在他们看来，这份荣誉应该是送给
所有坚守岗位至今的居委全体成员的。

在封闭在家的日子里， 他们轮番守
护各个居民区的大门， 为居家隔离人员
尽己所能、提供生活必需物资；在生产、
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时，他们又挨家挨户、
马不停蹄地开展人口普查工作； 而在正
常的生活节奏中，创全、垃圾分类等也一
直是居委工作的重心———千千万万的居
委工作人员同样是社会的 “最美逆行
者”，他们义无反顾，他们无怨无悔，他们
说自己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居民的
一声理解、 一句谢谢足矣慰藉他们的付
出。

陈海燕原是上海二纺机股份有
限公司的一名数控机床技师， 曾先
后获得全国纺织工业部劳模、 市纺
织系统三八红旗手、 上海市三八红
旗手等荣誉。

2012年，43 岁的陈海燕来到泗
塘五村第一居民区， 主要负责民政
条线，一做就是整整九年。 从一名数
控机床技师转岗成为一位民政干
部，无异于职业生涯重头开始，而民
政一直都是居委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时的泗塘五村底子极差，小
区内居住着一定数目的低保户、困
难户、独居老人，对他们提供帮困都
在民政工作的任务范畴内。 一方面，
陈海燕抓紧时间学习政策、 吃透政
策， 在极短时间内适应新工作的节
奏，另一方面，她挨家挨户上门了解
这些需要帮困的家庭。 其中，罗老太
一家的帮困就是她全程参与其中
的。 罗老太的儿子身患残疾，2013
年， 她本人也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症
的症状，需要 24 小时看护，陈海燕
为他们联系了本地的养老院。 2018
年冬至， 罗老太及其儿子先后离开
人世， 陈海燕忙前忙后处理落葬的
相关事宜。 最关键的是，罗老太去世
后还留下一套房产，由于没有亲属，
房产归属的手续极其繁琐， 她不厌

其烦地跑了一次又一次。 除此之外，
一部分独居老人有囤积杂物的习
惯，罗老太去世后，工作人员打开房
屋大门后目瞪口呆，落不下脚不说，
一些工作人员甚至直接出现了过敏
反应， 清理工作又是陈海燕牵头组
织大伙儿一起做的， 最后竟直接清
理出了 35 车的垃圾。 如今，每次帮
困独居老人， 她都已经习惯为他们
捎带整理一番了。

自陈海燕接手民政工作以来，
她始终秉承对困难家庭做到“应保
尽保”的工作原则，早期政策尚不明
朗时，她坚守底线、严于律己，不拿
组织与群众的一分一厘。 眼下，她身
兼小区块长、 党支部书记等多重职
务，党内事、社区事都在她的操持下
井然有序。

疫情期间， 由于本人就居住在
泗塘五村居委管辖区域内， 在属地
化的执勤原则下， 陈海燕又身先士
卒，每次居委有轮班的需求，她都毫
无怨言，“可以说， 陈海燕同志身体
力行地感染了我们每一位居委工作
人员，脏活儿苦活儿她第一个去做，
那后面的小年轻也就一起上了，我
们团队的凝聚力就是这么一点点积
累起来的。”泗塘五村第一居民区居
委会主任唐玉林表示。

“我是党员， 在这种关键时刻
必须先上，这是责任，也是使命，义
不容辞。 ”泗塘八村居委主任徐登
发这样说道。

社区是防控疫情第一线， 守住
社区这道防线， 就能最大限度控制
疫情的发展， 五十几岁的徐登发满
负荷地工作在第一线， 连续奋战不
退缩。

新冠肺炎疫情悄然而至， 徐登
发把春节休假状态调整到工作模
式， 从大年初二开始全身心投人到
开展人员排查工作中， 每天挨家挨
户张贴《疫情居民告知书》，电话联
系居民，随时接听居民的电话，回复
居民的咨询。随着疫情的发展，小区
开始封闭式管理， 他穿梭在小区多
个出人口， 想着办法化解因封闭管
理带来的各种冲突及问题， 并与小
区物业一起沟通协商小区的通行管
理、消毒、登记等各项工作，无论白
天还是夜晚， 总能看到他与居民在
沟通， 与防疫工作人员一起战斗的
身影。

泗塘八村小区辖区内有老八村
100个楼道， 爱迪苑 21 个楼道，景
华世纪园 9 个楼道，3 个小区约有
二千二百多户， 每家都要保证排摸
到位。为了节约防疫物资，他自备口

罩， 冲锋在一线， 每日入户排查宣
传，时常连手都敲肿了，累得瘫坐在
地上。到了晚上，他又主动返回办公
室联系白天不在家的居民， 做到不
落一户，将排查工作抓细，有时甚至
连中饭晚饭都是在路上匆匆忙忙吃
完的。 面对有发烧人员或者湖北籍
人员的风险较高的居民，，他二话不
说，穿戴好防护用品，带领社区工作
人员上门核对信息，测量体温，在隔
离期间每天上午下午询问隔离人员
的体温情况， 直到隔离人员隔离结
束。 “我年纪已经大了，看得开了，
不要让年轻人出事。 ”

几个月的奋战，人困马乏，几乎
撑不住了， 但徐登发仍然坚持以身
作则，为了小区居民的安全，为了防
疫的胜利， 他带领者社区工作人员
顽强的坚守一方阵地， 不让病毒突
破防线. 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示了一
名共产党员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甘
于奉献的品质。

在疫情面前， 徐登发克服身体
上的困难， 积极地投身到疫情防控
工作当中，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竭尽全力。 广大基层党员干部都坚
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 为共同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在通河二村居委会， 严莎莉主
要负责自治、宣传条线，虽然参加居
委工作仅三年多时间， 但她已经积
累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居委的宣传工作往往是糅合在
各项工作中，疫情防控、垃圾分类、
人口普查等无一离不开宣传上的广
与深， 以近期的冬季消防安全与抵
御寒潮为例， 严莎莉不仅要第一时
间将信息更新到社区通、 微信公众
号等线上平台， 线下她还要做好电
子屏的信息替换， 与同事一道在楼
道门口张贴提示海报。 通河二村是
张庙街道居住人口最大的社区，基
数大， 小区里的孤寡老人自然也不
少， 而这些老人普遍对信息接收的
渠道有限，因此，上门和电话的慰问
方式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严莎莉的日常工作中还包括策
划组织各类社区活动， 例如手工
DIY、纳凉晚会、健康知识讲座等，
如何让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也能尽快
得知社区要举办活动？为此，她想到
将楼组长集合在一起， 组建了微信
群，通过发动楼组长的号召力量，让
老年人也能多多参与社区活动，为

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一份乐趣。
还记得当初刚进通河二村居委

工作时， 严莎莉是当时最年轻的一
位骨干成员，到如今，整个居委团队
又有新的年轻血液加入其中， 她坦
言在这过程中学到很多， 也收获很
多，“最大的感受就是听得多了，包
容得也多了。 阿姨爷叔来找我们的
事情，像空调漏水，我们可以帮他们
联系物业去解决，但很多其他事，居
委能做的很少， 但我们会尽自己所
能搭建一个平台、 一个桥梁让他们
去协商来克服。 ”

严莎莉说自己的学习的地方
还有很多，“像小区里的兴趣团队，
这块资料都是居委主任在手把手
弄的，但也属于自治条线的，那么
也是我今后需要花精力去学习
的。 ”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原本是
无心插柳之举，但在工作的三年多
时间，她与居民之间都已经形成了
无言的默契，“相处得久了，阿姨爷
叔看我也会像看晚辈一样，路上遇
见了也会问‘小严，饭吃过了伐？ ’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也会让我感觉
很窝心。 ”

曹怡在呼玛三村第二居民区居
委主要负责党务、民政条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 曹怡
的孩子还只有 1岁多， 但她仍选择
和同事共同奋战。疫情警报拉响后，
社区第一时间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包括居委
会、业委会、社区民警、物业等工作
人员， 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任社区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 下设疫情
防控宣传小组、疫情防控摸排小组、
治安值班巡查小组和消毒防控小
组， 同时社区党总支动员社区广大
党员干部、 社区居民积极参加防疫
志愿者队伍，大家放弃春节休息，积
极做好政策宣传、摸排清查、值班巡
查、消毒防控……连续多日，在推进
疫情防控宣传工作中， 社区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利用“社区通”线上线
下向居民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同时
利用黑板报、宣传橱窗、横幅电子屏
等宣传媒体向居民作疫情防控宣
传，使疫情防控工作入脑入耳。

当时， 由于呼玛三村爆出有确
诊病例，居民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甚
至出现了个别居民因为口罩尺寸
不合适来居委投诉的情况。 面对气
势逼人的质问，曹怡一句“我是党
员”冲在了最前头，耐下性子与居
民展开理性的沟通。 与此同时，为

居家隔离人员送菜、 取快递等，她
都和同事们一起做，等到真正可以
轮休已是去年 5 月的事了。 而在很
多居民心中，曹怡也是等同女儿般
的存在，大事小事都不忘来和“女
儿”说一说。

呼玛三村二居属老旧小区，小
区内的基础设施老旧、 规划不合
理、外墙陈旧剥落、下水道堵塞等
问题日益突出，居民们对进行老旧
小区改造的呼声日益高涨。 今年，
小区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建设
美丽家园等工作要求，实施了升级
改造。 曹怡同其他居委干部一起奔
波上下，多方面、多层次听取党员、
群众意见，开展情况摸底并召开联
席会议反复研讨，破解老旧小区改
造治理难题，切实提高老旧小区居
民的幸福感。

改造工程开展以来， 将原来坑
坑洼洼的路面铺成沥青路、 对老旧
自来水管和下水道进行改造、 粉刷
楼道内外的墙面、 铁门和楼道内扶
手重新刷漆等， 居民们对小区改造
都表示满意。

“外面有你们在，我们放心！ ”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语， 曹怡就十分
欣慰，“社区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
是党员，就是得把自己‘豁出去’，
就要冲在一线，守住防线！ ”

真 呼玛三村二居 曹怡
““真真心心待待人人，，真真挚挚待待事事””

通河二村 严莎莉
““聆聆听听越越多多越越包包容容””

泗塘八村 徐登发
““我我在在门门口口，，就就是是给给居居民民最最大大的的安安全全感感””

泗塘五村第一居民区 陈海燕
““跑跑得得多多，，肯肯付付出出，，就就一一定定会会有有收收获获””

听 守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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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敬“最美逆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