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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战战““疫疫””在一线在一线

东城街道“一盘棋”理念调动村社合力
10小时完成45个开放式小区封控 多方参与补牢“短板”

“一个多星期没出门，没想到管控这么严了。不过这
样才好，非常时期，对大家严格才是对大家负责。”10 日，
家住许码头望春小区的王先生准备开车去趟大润发时，

在小区进出口被拦了下来，需要检测体温并查验核对身份信息才
能出入。

截至 11 日，我市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连续 11 天无新增确诊病
例，并有2例新冠肺炎患者出院，疫情态势正在好转。但是，越到
最后时刻，越不能马虎大意。东城街道全体干部的“抗疫弦”始终
绷紧，尤其是在做好开放式小区封控上一刻也不敢放松。

“我们用最快速度做到了所有开放式小区封闭式管控，更要
用最实举措做到封控后的妥善管理，真正让病毒进不来，切切实
实把疫情控制住。”东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周秋旭说。

“

一夜之间，像王先生所在的望春小

区一样，东城街道 45 个开放式小区，除

了留一个大路口作为小区出入口外，所

有开放路口都安装上了隔离防护网，全

部实现了封闭式管控，堪称“东城速度”。

“东城速度”的实现离不开东城街道

党员干部对疫情防控的敏感意识和快速

反应。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城区开放

式小区由于开口多、干部少、人流大、难

管控，一度成为疫情防控网上的“短板”。

为了补上这个“短板”，东城街道早

在 1 月底就开始研究辖区内所有小区

封闭式管控事宜，2 月 1 日讨论详细措

施，2 日正式部署到各个社区、经济合

作社。3 日，东城街道辖区内所有封闭

式小区已经实行封闭式管控。

“短板”刚发现，就被补上了一半。

不过，另一半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小区

这么多路口全部封闭？”“有些居民不理

解，是不是先做好思想工作？”“哪里能

找到合适的隔离封闭材料？”“隔离网安

装 师 傅 找 不 到 ，我 们 也 不 会 ，怎 么

办？”⋯⋯众多问题相互纠结，开放式小

区封闭式管理一时难以实现。

记者了解到，东城街道辖区内有 8

个社区、8个经济合作社，共45个开放式

小区，386个开放路口，而一个社区的社

区干部往往只有几名。算下来，平均一

个社区干部，要完成 6 个以上开放路口

的隔离封闭工作，而且还得一边向不理

解的居民做好解释宣传，一边找材料找

人安装隔离防护网。光靠各小区所在社

区的干部，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开放式小

区封闭管控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这又是一项跟疫情赛跑的任

务，必须在最快时间内完成，否则可能面

临疫情扩散的后果。一边是艰巨的任

务，另一边是正在爆发的疫情，一直来被

称为“铁娘子”的东城街道第一工作组组

长金黛眉一度被压得差点哭出来。

“要么慢点就慢点，能做的先做，不

能做到的先放放？”金黛眉坦言也曾冒出

过“慢就慢点”的想法，但是很快又被她

摇头否定了。疫情面前，时间很宝贵，开

放式小区实行封闭式管控工作“慢不

得”，更拖不起。而且扎根基层多年的金

黛眉知道，这事越拖阻力越大，越办不

成，必须在最快时间内一次性完成。

3 日上午，东城街道第一个工作组

党支部书记姚锦新接到反馈上来的情

况和问题时眉头拧在了一起。找到工

作搭档金黛眉商量后，两人迅速把问题

反馈给了东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周秋旭

和东城街道办事处主任周江。4 人看

了看彼此坚定的眼神，当机立断，决定

趁着当天晚上完成这项工作。

为什么要趁着晚上？“这么严格的封

闭式管控，我们之前没有过，肯定会对居

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一些不便，对此有些居

民不理解有意见都可以理解。但是，非常

时期当行非常之法，疫情面前确保安全第

一。趁着晚上把隔离防护网拉好，这是对

所有人都负责的最好办法，至于第二天居

民有意见的我们再后续做工作。放手去

干，有事我担！”周秋旭坚定地说。

时间定了，任务下了，决心有了，但

现实困难怎么解决？东城街道党工委

提出了“一盘棋”理念，向辖区内各个

村、经济合作社发出号召，在做好各自

封闭式管理的同时，抽出精力和力量，

东城街道统一调配，支援社区。

隔离网材料不知道用什么，哪里

买？东城街道城塘村村党支部书记赵

笑群经过多方联系，找来好几家供应

商，调运材料，当晚全部到位。

安装师傅找不到那么多人怎么

办？东城街道由 7 个村共同组成的七

联党委派出了 10 多人的小分队，英阁

经济合作社也抽调出人手，跑遍了大部

分小区；有些社区干部人员少，小区

多，任务重，东城街道东库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徐文龙和塔海经济合作社负责

人林红台站出来带领部分有经验的社

员，半借半买了合作社内正待施工的工

地材料，完成了 3 个社区 9 个开放式小

区的封控工作。

4日凌晨4点，东城街道用了不到10

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辖区内所有开放

式小区空间上的封闭式管控。至此，东

城街道疫情防控的小区“短板”补上了。

“短板”补上了，但牢不牢固还有待

考验。“空间上实现封闭式管控了，但更

关键的还是在后续执行和管理上。”随

后几天，姚锦新和金黛眉又分头行动，

想法子调配人手充实人员进出管理力

量，巡逻小区开放路口隔离防护网查看

是否被人为破坏，让开放式小区的封闭

式管控在疫情防控期间持续有效。

记者了解到，经过多方调配，东城

街道参与小区封闭式管控的已有各类

人员 500 多名。但是，平均到每个小

区，只有不到10名。

10 人怎么做好封闭式管控？“没有

别的办法，只能一个人当几个人用。”许

码头社区居委会主任姜月娥说。为了做

好开放式小区封闭式管控，社区干部既

要做好隔离户面访、物资发放、居民安

抚、进出口值守等疫情防控工作，也要做

好居民办事、小区纠纷处理等日常工作，

还要变身“修理工”修补隔离防护网。

实行封闭式管控以来，小区隔离防

护网经常遭到人为破坏。有的市民为了

自己进出方便，强行破坏隔离防护网；有

的为了接外卖，把隔离防护网剪出了个

大洞。这些洞，成为了全市疫情防控网

的一个个不起眼的“漏洞”。

为了及时补上这些“漏洞”，许码头

社区干部潘海娃变身“修理工”，哪里有

洞就补哪里。没有修补材料，就从家里

拿铁丝、拿电线出来。要修补的洞多

了，材料不够用，就把电线剥开，抽出里

面的两根铜丝，算上电线外壳，一根电

线就变成了3根修补材料。 由 于 不 是

专业出身，修补的时候难免受伤，几天下

来，潘海娃修补了 50 多处隔离防护网，

手上已是伤痕累累，都是修补隔离网时

被铁丝电线扎破、划破的伤口。

为了充实管理力量，东城街道还发

出了志愿者招募令，一时间 150 多名小

区楼道长、党员、热心市民报名加入。

有的参与巡逻，发现隔离防护网破损立

即报告，会修的直接上手修补；有的为

居家隔离户跑腿，帮忙送上口罩蔬菜等

物资；有的上门做思想工作，请求大家

为社区干部减少工作压力；有的参与卡

点值守，帮助做好人员车辆进出管理。

志愿者的加入，让社区干部能腾出

一些手应对其他疫情防控工作。共建

单位、经济合作社人员的加入，则让进

出口值守得到严格落实，开放式小区封

闭式管控真正得以发挥实效。

“疫情面前没有侥幸，即使有万分

之一的感染可能，我们都要付出一万分

的努力积极应对。严格做好开放式小区

封闭式管理，就是要让小区疫情防控变

成‘长板’，为全市疫情防控杜绝掉这个

‘万一’，补上东城力量。”周秋旭说。

村社合力建起隔离防护网

小区志愿者夜班参与值守

手写告示做好小区居民安抚工作

社区干部修补隔离防护网

快速反应补上疫情防控“短板”

充实管理力量让小区防控变“长板”

10小时全部完成空间上封闭式管控

共建单位党员干部支援社区参与值守

□记者 王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