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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疫情来了，困难来了，就是我们基层干部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们必须倾尽全力做好防

控，让居民少一分担忧，多一分安全。”
谁家有病人需要帮忙配药、送药；小区消杀是否还存在哪个死角；明天抽时间要上门看

望一下独居老人……这些周而复始的工作一件都不能马虎，因为“居民事无小事”。
居委会干部为“点滴小事”日夜奔忙的身影，是疫情之下的人间烟火，也是这段艰难岁月

里的希望之光。

他们为“点滴小事”日夜奔忙——

“让居民少一分担忧，多一分安全”

■记者 成佳佳 汤顺佳

她笑称自己是“007”——
在大型老龄化小区使出“绣花
针功夫”

凌晨睡、凌晨起，延吉七村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施菊笑称自己是“007”，

“说是睡，其实也就是‘眯’一下。”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每天晚上，各

种紧急电话早已把施菊的睡眠“撕扯
得七零八落”。老人摔伤、孕妇生产、
孩子生病、患者缺药……桩桩件件都
是居民的急难愁盼，延吉七村居民区
共有 2812 户，5500 多位居民，老年人
口几乎占一半，是个典型的大型老龄
化小区。面对如此大的体量，如何破
解小区封闭管理期间的难题？

“过去，基层治理偏扁平化，一
个人对着几百甚至上千人。现在特
殊时期要善用分层理念，一层层拆
解任务、落实责任，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仿佛有三头六臂”的施菊
带领居委会团队，始终像陀螺一样
转个不停，“延七的居民，我们一个
都不能落下。”

早在小区封控之前，延吉七村就

自创三个“1”为封闭管理后的一切工
作夯实根基：

“1张底数清单”——通过线上线
下“双敲门”，逐栋逐户开展“地毯式”
排查，摸清人员底数，系统掌握家庭人
口数、老人病人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
人群情况，形成极为详尽的底数清单，
并及时进行动态更新。

“1个微信沟通群”——建立一个
楼组一个微信群的精细化沟通模式。
在延吉七村的每个楼组微信群里，都
有居委会干部、楼组长、志愿者组成的

“三人小组”：居委会干部负责信息发
布，楼组长担任“知心大姐”，及时关注
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并做好心理疏
导；志愿者充当“跑腿小哥”，负责“送
货上门”。

“1项志愿服务机制”——考虑到
小区楼组长普遍年纪较长，延吉七村
依托168位志愿者建立起“老带新”志
愿服务机制，即1位楼组长带领1位本
楼年轻志愿者开展工作。通过“一老
一少”搭档，互相补位，在楼组内形成

“自循环”。
“做之前有计划，过程中有方法，

做完后有记录，事后还要总结复盘。”
施菊要求小区的防疫工作要形成这

样的“闭环管理”，以此提高团队整体
效率。

在第一次核酸筛查前，居委会通
宵讨论，并反复实地演练。筛查结束
后，又就当天的现场情况进行详细讨
论，查找问题和不足，优化完善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之后多轮筛查，这个
5500 多位居民的“超大核酸检测现
场”，每次都能做到安全、有序，这背后
凝结着施菊和居委会团队的工作智慧
和辛勤汗水。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手上都会
有一份清单，并有专人记录，不能打

‘稀里糊涂的仗’。”施菊介绍，以抗原
检测为例，楼组长和志愿者组成的

“老少二人组”，挨家挨户为居民送上
抗原试剂，并原地等待居民检测完毕
后，一一回收、登记，并在回收袋上标
注好室号，再把详细情况汇报给块长
汇总。因此，居委会对已检人群、未
检人群、未检原因等情况都了如指
掌。这种准备足、操作实、记录清的
工作方式方便了居民，也大大提升了
信息透明度。

“这段时间，即使再忙再累，我也
会利用中午和晚上就餐的十几分钟，
和居委会干部、志愿者坐下来，复盘当

天工作情况，并讨论出改进方法，”施
菊告诉记者，“我们就是在这种随时总
结随时改进中，不断优化流程，提高效
率的。”

担任延七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7
年，哪些家庭有特殊困难，哪些居民急
需帮助，施菊心里都有“一本账”。她
叮嘱楼组长每日上报特殊群体的情
况，主动“向前一步”掌握他们的生活、
就医需求，以便及时解决困难。小区
收到大米、蔬菜等爱心捐赠物资，居委
会总是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对解除隔
离医学观察后归家的居民，居委会则
依据记录，把居民在此期间错过的物
资尽数补齐。

延吉七村共有11名居委会干部，
其中10名是女性。每次发放物资，对
居委会都是不小的考验。打通“最后
100米”，得拼时间、拼干劲。

“车进来后，要卸货、装货、理货、
配发，这些流程要无缝衔接，尤其牛
奶、蔬菜等，更要及时发放。”施菊带领
的“娘子军”咬牙搬起几十斤重的箱
子，轮番用平板车、手推车、电瓶车“接
驳”，常常连轴转五六个小时。有的居
委会干部搬完后靠在墙边，累得头都
抬不起来。“咱们居委会的‘女汉子’重
活累活都往前冲。这股投身防疫、服
务居民的精气神，令人敬佩。”一位志
愿者不禁感慨。

“疫情来了，困难来了，就是我们
基层干部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们必须
倾尽全力做好防控，让居民少一分担
忧，多一分安全。”施菊说。

零点，他还不能安心躺
下休息——上午忙核酸筛
查，下午忙发放物资，晚上忙
复盘

早上7点不到，中原路99弄居委
会主任潘军斌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上午的核酸筛查还算顺利，两个
多小时就完成了小区 1959 人的采样
任务。小区居民听从指挥，积极配
合，一路上对潘军斌说着“你们辛苦
了”，“也有居民对居委会工作不理
解，但我们更多接收到的是来自居民
的善意，他们的支持、理解、配合在任
何时候都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片刻
不歇息，潘军斌赶紧将样本核对清点
后送检。

忙完核酸筛查，刚扒拉几口饭，
区里下发的 84 消毒液到了。潘军斌
马上放下筷子，来到小区门口接货清
点。如此一通忙完，中午的盒饭早已
凉透。下午又要组织一批志愿者，将
这批新到的消毒液连同之前到的湿纸
巾尽早发到居民手中。

12 号楼的独居老人朱阿婆年逾
九旬，当天身体不适要吸氧，她的子
女已联系医院把氧气瓶送到，需居委
会对接。落实好物资事宜后，潘军斌
立刻上门查看了老人的情况，同时安
排志愿者去小区门口拿来氧气瓶，并
帮老人换上了吸氧装置。“我们小区
老年人比较多，占比近 50%，需要格
外关照的 80 岁以上独居老人有 31
位，他们所在楼栋的志愿者每日密切
关注老人的身体情况和物资需求，居
委会干部也会定期上门关心慰问。”
潘军斌说。

傍晚，潘军斌的电话又响起。有
居民反映，小区有几位老人在楼栋外
聊天、走动。潘军斌做好防护措施，前
去劝导，“现在还不是绝对安全的时
候，万一感染，老年人还是很危险的。”
潘军斌说：“不少老人平时有散步的习
惯，封控时间长了，可能在家有些待不
住。遇到劝诫，个别老人当面配合立
刻回家，可转头又出来了。面对这种
情况，我们会主动联系老人子女一起
进行劝说教育，同时也会继续加强小
区巡查和宣传引导。”

为尽快“揪”出病毒，第二天还
将继续核酸筛查。潘军斌和居委会
干部们连夜发出通知，组织志愿者、
布置场地、设置点位、规划楼组出行

顺序和行进路线、准备一楼一表名
册……一切准备就绪，时针已快走
向零点。

此时，潘军斌还不能安心躺下休
息，趁着夜深人静，再把白天工作的千
头万绪理一理：谁家有病人需要帮忙
配药送药；小区消杀是否还存在哪个
死角；明天抽时间要上门看望一下独
居老人的生活情况……

他做的那些“小事”——
“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居委
会如何关心帮助她，邻居志
愿者如何悉心照顾她”

“特别感谢送我们来的小谭，
全程陪同我们，谢谢”“小谭人帅又
热心”……

前不久，浣纱六村的微信群里出
现了这样的对话。发消息的是住在
20号楼的金先生，最近发生的一件小
事让他对这位叫“小谭”的居委会干部
印象深刻——

5月初的一天，晚上8点多，天色
已黑，浣沙六村居委会内依然亮着
灯。突然，有人敲门：“你好，我要求
助！我的孩子被小狗咬了一口，现在
要去医院，能开个出门单吗？”

原来，居民金先生家里养了一条
宠物狗。当晚，孩子与小狗玩耍时不
慎被咬伤，需尽快去医院接种狂犬疫
苗，但一来小区不能随便出入，二来家
里没有代步车，大晚上的，金先生夫妇
犯了难。

小谭第一时间提出，他可以开车
接送。“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我所负责楼
栋的居民，我又正好有车，这都是应该
做的。”小谭表示。

9 点多，小谭载着一家人赶往杨
浦区中心医院，并现场帮忙联系医
生……小谭说，狂犬疫苗需要定期
注射多针，之后，如小区仍处于闭环
管理状态，他每次都会负责接送。

“多亏他送我们去医院，不然我真
不知道怎么去。”金先生在群里说，随
之而来的“跟帖”也不少：“小谭非常
好，每次都救急，每天下班也很晚，非
常低调，默默无闻地付出和奉献”“今
天20号邻居也是小谭帮忙签出门证，
打电话给医院，借的电瓶车，一点都没
有耽误……”

这位在居民中“有口皆碑”的小
谭，全名谭秋辰，浣沙六村居委会民
政主任兼儿童主任。本轮疫情前，他
长期负责小区里老人、儿童等弱势群
体的日常保障工作；疫情发生后，他
就成了“万金油”，一会儿是“快递小
哥”，一会儿做“送菜跑腿员”“包车司
机”……“我做的都是些小事。”面对
居民的点赞，谭秋辰显得有些“轻描
淡写”。

“我是浣沙六村 14 号楼居民陶
月珍的儿子，真诚感谢浣沙六村居
委会的工作人员……”这封感谢信
中提到的老人陶月珍，今年 83 岁，
是谭秋辰最近的“重点关注对象”。
疫情前，老人长期与侄子同住，疫情
后，侄子因工作需要，住进单位实行
闭环管理，而老人也就此进入独居
状态。由于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多
种老年慢性病，小谭经常借着上门
配送物资的机会，关心老人的生活
状态，看看是否出现身体不适或物
资紧缺等情况。

陶月珍的儿子俞文激说，“每天
通话时，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居委会
工作人员如何关心帮助她，邻居志愿
者如何悉心照顾她。我很感激，也很
感动。”

然而在采访过程中，谭秋辰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却是：“这真的是
件小事，不值一提。”记者了解到，
浣纱六村共 1263 户、2500 余位居民，
居委会却只有 5 个工作人员。疫情
期间，他们始终与机关下沉干部、社
区志愿者等并肩作战，马不停蹄奔
走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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