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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一条来自西藏拉孜的加油视频
源于那场为期13天的“以岗代训”实训参访活动结下的情谊

■记者 汤顺佳

“疫情终会过去，静候春暖花
开。上海加油！”3 月 22 日，上海劳
林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中心负责
人高燕收到了一条视频——多位西
藏青年对着镜头比着手势，为上海
防疫助威呐喊。

今年 2 月，一段特殊的旅程，他
们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近 3 月的一天，经过 7 个小时
的赶路，拉孜县人社局高校办的次
桑带着8位当地大学生，抵达了上海
虹桥机场。高燕已经在这里等候多
时了。接过行李，坐上车，一场为期
13天的“以岗代训”实训参访活动正
式拉开帷幕。

高燕所在的上海劳林人力资源
管理咨询服务中心是一家民办非营
利性组织，运营着杨浦区5家街道乐
业空间，为广大社区无业、失业青年
提供就业方面的咨询帮助。中心的
指导老师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企业
与求职者之间的“红娘”。

2021 年 4 月，上海劳林前往西

藏拉孜县进行考察扶贫，共同谋划
与当地的资源对接，加强东西部协
作与交流。

今年2月，上海派往拉孜的援藏
干部再次联系高燕，希望开展合作，
让高原上的孩子们来到上海，体验企
业文化、就业环境，开阔眼界，同时也
为其将来在西藏正式就业打下基础。

“以岗代训”活动开始后，这群大
学生面对一座新城市，适应得很快。
高燕说，这些都是在拉孜县各个大学
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大学生，学习能力
强，知识水平高，表现很不错。

在杨浦滨江的上海国际时尚中
心、国歌展示馆，学生们与小小讲解
员漫步游览，感受滨江浓浓的红色底
蕴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在上海小蝌蚪
幼儿园、上海华齿口腔门诊部、殷行
街道青年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学生
们实地参观，了解诸位创业大咖的逐
梦历程；在杨浦滨江党群服务站电站
辅机厂站，大家学做“一天讲解员”，
接受培训，为现场观众进行滨江故事
的解说。3 月 3 日，学生们第一次在
上海过了藏历新年。

走出大学象牙塔，踏入社会接受
磨练，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异乡，
这群年轻人与上海的指导老师们朝
夕相处，融入企业氛围，定下自己内
心的职业规划，迅速摸准了上海的城
市节奏，也产生了深厚情谊。

回到拉孜后，不少学生向高燕发
来了自己的活动感悟。今年23岁的
大学生桑珠，学校里成绩优异，在这次
旅程中看到了上海的魅力，也学到了
不少企业的管理之道，他说，未来想留
在西藏工作，把这次的经验运用到家
乡的建设中去。“作为西藏的高校毕业
生，我心中满怀对自己家乡的热爱，能
够有机会出来见识外面的世界，是为
了将来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乡。”

3 月 11 日，学生们完成学习，启
程返乡。这一次特殊的经历，让他们
看到了上海热烈的创业就业氛围，也
浅尝了奋斗职场的快感。

近日，得知上海疫情形势严峻，
他们牵挂着这里，牵挂着这里的人，
便录制了一支短视频发送到高燕手
中。一声声“加油”，简单，却不失力
量与温度。

3月28日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安排，上海以“黄浦江”为
界分两批实施“封控管理”。3月28日上午，记者在江浦路隧道浦西通往浦东
方向入口看到，民警和隧道管理人员已经封闭了入口。在秦皇岛路渡口、丹
东路渡口，入口处均铁门紧闭，轮渡已经停航。在杨浦滨江，游人稀少。远远
望去，杨浦大桥桥面上空荡荡没有车辆通行。 ■记者 毛信慧 朱良城 文/摄

各街道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

（上接第 1 版）来自市东医院的两位
医护人员一边“扫街”，一边到定点核
酸采样点“补货”，顾不上喘一口气又
继续前行。

核酸采样井井有条，离不开志愿
力量的参与。在殷行，夫妻档、母子
组，还有一家人“成群结队”式参与志
愿服务。

原工农三村二居委主任朱翠红
听说居委缺人手，带着丈夫、女儿到
居委报道参与志愿服务。女儿带上
自己的喵喵机，现场为居民打印核酸
检测二维码。志愿者丁思哲是市光
四村三居委干部田艳虹的孩子，看到
母亲早出晚归，尤其筛查前一夜忙到
夜里2点，早上6点又到单位上岗，丁
思哲连忙赶来参加志愿服务。

眼下，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

期，越是吃劲，越要守牢民生保障线，
街道携手爱心企业，重点关心照顾特
殊时期社区困难人群的生活。

王阿伯因肢体残疾不方便下楼，
而且年纪大了也不会操作手机网上
买菜。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街道送来
爱心企业的菜，并鼓励他坚定信心，
安心在家渡过当前难关。王阿伯非
常感动，连声称谢，原本因为疫情有
些焦虑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

考虑到部分残疾人士在疫情期
间买菜不便，3月26日下午，由杨浦
商贸集团提供的300份免费“爱心蔬
菜”送到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爱心蔬菜”里面既有杭白菜、生
菜，又有花菜、卷心菜等，种类丰富，
给社区困难残疾人群带来了一场温
暖人心的“及时雨”。

（上接第 1 版）严峻性、不确定性，坚
决摒弃盲目乐观的心态，高度紧张起
来，相关部门和街道要形成合力，以
最严措施、最实作风、最快速度，开展
全流程、全链条排查，发现问题、堵塞
漏洞、排除风险，确保把疫情防控的
每项要求和标准落到实处。

会议要求，要发挥好居民区党组
织、楼组长作用，提示广大居民做好
自我防护，非必要不流动，提倡居家
办公，同时引导居民不造谣、不信谣、
不传谣。强化组织领导，继续协助属
地部门，落实网格化筛查“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的要求，排摸居民区人数，
强化社会面防控。

会议要求，要统筹做好当前市
场、菜场等重点场所防疫与保供工
作。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必须在
坚持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要
统筹做好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
人群核酸筛查应检尽检工作。务必
采取最高工作标准，厘清工作重点，
提高监测敏感性和分析预警能力，

“筛”出风险，“检”出安心。
3月24日下午，谢坚钢主持召开

疫情防控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
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结合当前区域
疫情防控形势，对相关工作进行再部
署、再动员。谢坚钢强调，疫情防控
是当前头等大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尽锐出战，齐
心协力、共克时艰，专心致志做好现
阶段重点区域风险管控、封控点服务
保障、核酸筛查等工作，确保杨浦打
赢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薛侃就进一步做好核酸筛查工
作提出要求。周海鹰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疫
情防控工作仍然处于吃劲的关键阶
段，要始终绷紧思想这根弦，坚决克
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
劲心态，按照“滚动筛查、锁定重点、
切断传播链、做实闭环、织密防控网、
控好社会面”要求，继续从严从紧、从
细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不断
筑牢疫情防控坚强防线。

要压实防控之责。全区各部门、
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
严格对照市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
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有什
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
出就集中解决什么问题。要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隔离管控措

施，做实做细农
贸市场、菜场、大

型超市等重点场所防控措施。
要兜住保障之底。进一步提升服

务能力，多措并举做好各项保供稳价
工作，确保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应急就
医通道畅通；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快
制定落实保障激励措施，实实在在关
心关爱好基层一线抗疫人员。

3月25日，区领导召开疫情防控
专题会议，就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作
动员部署。谢坚钢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分类
细化工作内容，明确工作要求，严格
落实到位，不折不扣完成本次核酸检
测与抗原筛查相结合工作，尽早发现
潜在传染源，有效切断传播途径。

薛侃就做好抗原筛查工作提出
要求。周海鹰出席。

会议指出，要紧紧抓住周末这个
时间窗口，强化组织协调，提高工作
效率，尽早完成核酸检测与抗原筛
查，把对市民生活工作的影响降到最
低。要发挥社区“三人小组”作用，对
重点区域、非重点区域实施分类管
理，做到范围内人群全覆盖不遗漏。
要加强志愿者培训，鼓励居民检测期
间非必要不流动。

会议强调，要重点关注封控社区
急重病症患者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
畅通就医通道，确保群众得到及时有
效的医疗救助。要切实做好封控小
区生活物资保障工作。要加强对保
供稳价的监督检查，落实保障措施，
加大全区生活物资的供应，积极组织
力量全力满足居民主副食品需求。

3月26日晚，谢坚钢主持召开疫
情防控专题会议，听取核酸检测与抗
原筛查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
步疫情防控工作。谢坚钢在会上强
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
工作仍是重中之重，要抢抓时间，压实
责任，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薛侃就进一步做好抗原检测工
作提出要求。周海鹰就做好相关工
作提出要求。

会议指出，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
府安排部署，全面落实核酸检测与抗原
检测相结合的筛查工作，确保“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及时发现潜在传染源，
以最快速度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对检
测结果异常的人员，要第一时间按照既
有工作方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确保措
施到位、管理到位。要做好新冠病毒抗
原自测的宣传工作，积极引导居民规范
进行操作，确保检测高质量完成。要认
真查缺补漏，对菜市场、“五小行业”等
人员密集场所要加强管控，从严、从紧
落实相关防控措施，从源头堵塞漏洞。

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封控点位
应急处置、生活保障等各项工作，关
心关爱好一线防疫人员，科学统筹调
配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力量，合理安排
一线防疫人员轮班值守等，确保各环
节、各点位工作人员防护保障到位。

3月27日下午，谢坚钢主持召开
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听取相关部门工
作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疫情防控重
点任务。谢坚钢在会上强调，越是在
疫情防控最吃劲阶段，越能体现基层
工作能力和水平，杨浦全区务必上下
同心、咬紧牙关，坚持不懈、坚定信
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高效有序推
进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

薛侃就进一步做好核酸检测和
相关人员转运工作提出要求。周海
鹰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闭环管
理。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要求，
全区上下密切配合，层层明晰职责、逐
级明确任务，尽最大努力做好相关人
员转运。要确保重点区域保障到位。
积极协调、多措并举，做到相关点位生
活保障及时补充到位，医疗救护通道
保持通畅。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防
疫工作人人有责，要继续开展多途径、
多方式社会宣传，提升居民自我保护、
自我防范意识，倡导非必要不流动，引
导广大居民群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
谣。同时，及时发布准确权威消息，确
保网络舆论环境平稳有序。

3月27日晚，谢坚钢主持召开区
疫情防控专题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全
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动员会精神，
研究部署下一步杨浦疫情防控工
作。谢坚钢在会上强调，要统一思想
和意志，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抓好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为全市打赢疫
情防控这场硬仗奠定基础。

薛侃就做好新一轮核酸筛查工
作提出要求。周海鹰出席。

会议强调，要严密组织精心筹
备。集中精力，争分夺秒，认真制定新
一轮核酸筛查方案，明确工作任务，抓
好推进落实。要严格落实封控管理。
加强资源力量调集，统筹协调生活物
资、应急保障和核酸检测力量等。要
深入做好群众工作。党员干部要下沉
一线、支援基层，与广大居民群众齐心
协力，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
防线。要加强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
会关切，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凝聚强大正能量。

区领导尼冰、徐建华、卢刚、施
方、王浩、祁克萍、吴雷分别参加会
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记者 成佳佳 毛信慧

绷紧思想之弦压实防控之责兜住保障之底

多措并举保障殷行封控小区核酸筛查和生活需求

区级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 区城运中心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25033259

街道

定海路街道

大桥街道

平凉路街道

江浦路街道

控江路街道

延吉新村街道

长白新村街道

四平路街道

殷行街道

五角场街道

长海路街道

新江湾城街道

生活服务

热线电话

65431874

65433774

65129051

65864439

65433276

65681317（8:30-17:00）
65300829（17:00-次日8:30）

周一至周五：55833551（8:30-17:30）
55833800（17:30-次日8:30）

双休日、节假日全天：55833800

65020882

65066030（8:00-21:00）
65324567（21:00-次日8:00）

65680000

65348669

55252550（8:30-17:00）
65907353（17:00-次日8:30）

就医保障

热线电话

19121001862
古丽拜尔·马木提

15821158266
郑羽翔

13764470933
陈医生

18721883875
黄良波

17301898597
18916017917

季陈

18917076917
刘宇

13524073601
钱敏

18917115220
张留永

15901635418
林玲

18016092848
王必莲

18019225037
陆医生

13651849475
辛疆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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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3 月 27 日晚发布关
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
的通告。从 28 日 5 时起，上海以黄
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
查。这是基于当前疫情态势作出
的一次重要决断，也是因时因势因
情施策的必然。对我们所有人来
说，这是当前至关重要、必须打赢
的一场硬仗。

这段时间以来，全市的疫情防
控阻击战处于最吃劲阶段。各方反
复进行的科学研判、综合研判显示，
当前疫情呈现快速传播态势。面对
疫情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防控工
作显出特殊的紧迫性。要真正把底
数摸清、把风险点排除、把传播链切
断，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实现社会面清零，我们必须坚定信
心、下定决心，采取更有力、更果断
措施。这是对既定防控策略的优化
调整，也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做到实
事求是、从严从实、科学精准，才能
守护好这座城市的安全有序。

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是当前
疫情形势下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的关
键之举，规模大、时间紧、任务重，涉
及全市方方面面，迫切需要全市上
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对全
市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全体上海市
民来说，这都是一场“大考中的大
考”，是疫情防控这件当前头等大事
中的头等大事。我们每一个人，都
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都需要携起
手来、行动起来，用强大的共识与合

力共克时艰。
大考持续，坚持就是胜利，坚持

才有胜利。前段时间，我们经历了
多轮筛查，付出了艰苦努力。事实
证明，及时、有效、到位的筛查，对于
及时排摸风险、控制扩散传播，显得
极为重要；在相较过去传播速度更
快、隐匿性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面前，开展新一轮筛查愈显紧迫重
要。这是一场不容懈怠、不容退缩
的攻坚。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我
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把思想统
一到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坚
定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此轮筛
查和相关各项工作，确保落实到位，
力求万无一失。

挑战当前，团结就是力量。这
场阻击战、攻坚战，2500 万上海市
民，没有人是“看客”。新一轮核酸
筛查牵涉面广，从组织实施到有序
运行，从封控区内到封控区外，从各
类资源的储备得当到应急响应的迅
速高效，从及时有效回应群众各类
急难愁盼到最大程度争取群众理解
支持配合，方方面面都面临复杂考
验，任务十分吃重，格外需要大家恪
尽职守、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上下
同欲者胜”。愈是有风雨，愈是要团
结，愈是要展现同向而行的意志和
行动，汇聚强大的正能量。有了这
些，复杂难题就会有破解之道，攻坚
之战定会有胜利之时。

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传统的城
市，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过去我们
从未向任何困难挑战屈服，今天的
我们同样如此。攻坚的硬仗已经打
响。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定信心，扛
起特殊责任，拿出特殊担当，坚决打
赢这场大仗硬仗，不负所有人的付
出和努力。 （来源：解放日报）

时事聚焦

团结起来 坚定信心 务求必胜

初春的上海，街道上与往日相
比似乎多了一些平静，受到疫情影
响，不少人都已减少了流动。但有
些地方，似乎又多出了一些忙碌的
人——核酸检测点，有人指导你打
开手机里的“健康云”；小区里，有人
将瓜果蔬菜送上门；在抗疫一线工
作者家中，有人对上网课的子女们
进行辅导看护；在电话另一端，有人
用轻柔的话语为市民缓解心中的焦
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上海疫情防控志愿者。

这几天，一篇“上海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操作指南”在上海市民的朋
友圈扩散，总阅读量已经突破200万
人次。越来越多的人正积极申请并
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中，随处可见的

“大白”和“黄马甲”“绿马甲”们，与
医护人员等基层一线工作者一道，
努力筑牢疫情防控坚实防线，构成
了城市一道特殊的风景，也凝聚起
社会的正能量。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两年前，这句话曾引
发许多人的共鸣。从早期的疫情防
控阻击战，到后来的常态化疫情防
控，再到如今的又一场阻击战，一大
批“身边的雷锋”勇敢逆行，守护城市
安全、市民健康。上海市民的大爱情
怀、文明素养、精神风貌在一次次考
验面前充分体现、不断升华，彰显了
这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深厚力量，彰
显了这座城市温暖人心的精神品格，
彰显了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软实力。

上海的疫情防控仍然处在最吃
劲的关键阶段，志愿者们夜以继日，
抵挡在市民身前与病毒作战，成为
医护人员的坚强后盾，成为一束束

“微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部分
区域、部分志愿服务岗位，尤其是一
些专业性强的志愿服务岗位，仍存

在短期的力量缺口，与志愿服务相
关的保障物资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紧
缺，一些人仍缺乏必要的安全保
障。“微光”要汇聚成更亮的“光束”，
迫切需要有更坚强的后盾，去消除
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些天，已经有一批批食品、牛
奶、雨衣、防护服、洗手液等物资涌
向全市各区的志愿者，相关部门为
全市参加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在原有
保险的基础上增加了最多每人50万
元保额的“守护志愿者”特定保险，
还有机构组织专家开展了面向疫情
防控一线志愿者的心理咨询……但
仅仅做到这些，恐怕还远远不够。
更关键的，是全社会都要对志愿者
们多一些理解与尊重，用实际行动
支持志愿者们的辛劳付出。

这样的支持，不仅需要我们每
一位市民，继续坚持防疫“三件套”、
牢记防护“五还要”，在遭遇封控管
理时少一些抱怨与谩骂、多一些配
合与鼓励，更需要相关部门科学、合
理地调配志愿服务力量，给他们以
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具体细致的
工作指导和坚实有力的资源支撑，
争取吸纳更多责任主体参与，将志
愿者们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最需要的
地方，不辜负他们的汗水与付出。
这是继续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的
前提条件，也是一座人民城市应有
的温情和暖意。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
是第一责任人”。也许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机会站上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也
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成为志愿者，但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尽一份力所能
及的责任，就一定能形成众志成城、
共同抗疫的强大合力，上下同心、坚
定信心，一鼓作气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来源：解放日报）

非常时期，非常挑战，当有非常
之勇气，非常之应对！

从3月28日开始，本市启动新一
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咬紧牙
关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上海战

“疫”已行至攻坚克难、决战决胜关键
阶段。必须认识到，复杂性、严峻性、
紧迫性已成为这一轮疫情防控的最
大挑战。

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守护上
海，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为了人人。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切实统一思想
和意志，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我们才
能凝聚最强战“疫”力，上海战“疫”才
能赢，才一定会赢！

迎战奥密克戎，超大城市上海面
临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最严峻的一次
考验，此次的奥密克戎毒株很狡猾，不
仅跑得快，传播速度是过去病毒的
3－5倍，而且传播隐匿性强。3月份
以来，我市本土疫情呈多点散发、多链

并行、隐匿传播、快速蔓延态势。
面对这样一个狡猾的敌手，上海

的防疫手势也要跟着“变”。用公卫专
家的话说，光“追”不行，还要把前路断
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跺脚”的时
候。因此，对当前的防疫形势越有清
醒认识，越充分意识到上海战“疫”面
临的复杂性、严峻性和紧迫性，就越能
理解此次新一轮筛查的必要性。

把风险点排除，把传播链切断，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尽早实现社
会面清零，在此前几轮的筛查基础
上，结合综合研判，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
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按照压
茬推进的原则进行，这是关键一役。
在这“最后一跺脚”的时候，我们必须
要坚定信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要尽全力支持、配合筛查；要始终
相信，坚持就能胜利，坚持才能胜利。

面对新一轮筛查，我们必须更加

鼓足勇气，更加充满信心，更加斗志昂
扬，更加自觉行动。核酸筛查在分区
分批的推进过程中，每一步推进，都离
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配合筛
查，就是必须“应检尽检”，按照标准规
范要求，做到“一个都不能少”。落实
相关管控，该封闭生产的封闭生产，该
居家办公的居家办公，责任要层层压
实。同时要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方方面面的防疫举措
能否扎实落地，关键在人，防疫策略能
否取得预期成效，事在人为。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上海
战“疫”大考当前，每个市民都要为上
海贡献更多的力量，成为守“沪”者，
共同守卫我们的家园，全力守护上海
这座城市的安全。人人都要加入抗
疫，人人都要成为一名战士，人人起
而行之，人人就都是一道防线，形成
全民抗疫的强大正能量，就能打赢疫
情防控这场硬仗。 （来源：文汇）

“如果不是以快制快，我们是没
有机会跑赢奥密克戎的。”张文宏医
生在微博中写的这句话，道出了目
前申城抗疫“仗很难打”的原因之
一。在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要争
分夺秒和病毒赛跑，的确需要“数
治”赋能。

以数字技术驱动抗疫实现精准
化、智能化、现代化，有助于“战疫”做
好关键决策。市委常委会近日举行
会议，指出要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支
撑，推动数字化充分赋能防疫工作。
在实现科学防疫、精准防疫的过程
中，上海的一些地区正在通过“一网
统管”数字赋能，不断为“抗疫武器
库”添砖加瓦。比如，徐汇区城运中
心立足“数字底座”，推出了“电子印
章”，实现居民及防控人员出入留痕，
做到更安全、能追溯。

数字技术在让疫情防控更加精
准有效的同时，也会让抗疫更具备
人文关怀。点击数字地图，出行防
疫政策一键查询；使用共享文档，
了解社区防控最新情况……许多数
字应用正在社区抗疫中被广泛使
用。普陀区的“一网通办”，以最快
的速度在“随申办”“普陀旗舰店”
上线了“居家管控证明开具”的“免
申即享”事项，居民只要动动手指，
足不出户就能获取证明，非常快捷
高效，目前这样的应用在全市的许
多区都已开展。

心 中 有“ 数 ”，才 能 手 中 有
“术”。要把科技优势转换成抗疫优
势，人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青浦
区练塘镇的一位工作人员，用一个
下午的时间编写源代码，制作了健
康云核酸登记二维码自动生成程

序。从此，老人们的核酸登记二维
码不用再让志愿者一条条手动录
入，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现已推广近
百个村居。

用数字赋能筑牢疫情防线，不仅
要关注疫情防控聚焦什么，也需要关
注居民需要什么。七宝镇通过政企
合作，打造了“社群+网团”线上买菜
小程序，并依靠邮局专业配送力量，
化解居民买菜难的问题。以城市数
字化转型为支撑，让数字技术在抗疫
中更加以人为本，让“数治”应用更加
人性化。

“数治”应用，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应用“数治”，献计献策、众志成
城。全社会应齐心协力推动数字化
充分赋能防疫工作，提升城市数字

“抗疫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
硬仗。 （来源：新民晚报）

■新华社 程硕 图

为“身边雷锋”提供更坚强后盾
■吴頔

共同守“沪”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樊丽萍

“数治”赋能，提升城市“抗疫力”
■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