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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从实 打好疫情防控战

在东城街道大数据核查指挥室，

总联络员钱艳姿向记者分享了几组

数据：11 日，有关部门下发省内重点

地区涉金人员核查管控名单，全市

25009 人，东城街道 5029 人；12 日，

全市 4088 人，东城街道 721 人；13

日，全市 3241 人，东城街道 546 人；

14 日，全市 2469 人，东城街道 421

人；15 日，全市 1929 人，东城街道

356 人⋯⋯没错，这便是东城街道每

天需要核查的任务量，占全市总核查

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显而易见，在这场战“疫”中，拥

有很多像应笑红一样能娴熟使用大

数据的一线工作者，再配合东城街道

早期独创的蜂窝式网格为核心的基

层治理系统（“街道大网格——村社

中网格——蜂巢微网格”的三级架

构，布点“交叉式蜂窝巢”网格）。无

疑成了东城街道克服人口基数大、流

动性强，每日核查任务重、体量大、范

围广等难点的“致胜法宝”。

钱艳姿说，通过施行“数据+网格

化”管理，当下整个东城街道的人、

地、物、情、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进

行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管

理和服务。网格化平台系统大数据

优势，为“摸、排、管、控、服”等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连日来，东城街道以“网格化”模

式在各个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管理，推

动关口前移、触角延伸、重心下沉，构

建起“党政齐抓，村居主抓，群防群

控，严防死守”的格局。不仅快速打

开了人员信息摸排、防控的工作局

面，也增加核查的准确性、及时性、高

效性。数字为基层治理网格化赋能，

在此次东城街道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又一次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此外，为了严格执行联防联控机

制，全面提升各项闭环管控措施，东

城街道还建立起了“六对一”处置模

式，即每位重点人员闭环管控期间，

由一名街道分管领导、联村干部、派

出所民警、卫生院医生、村社干部、网

格员负责统筹协调重点人员交接转

运及管控措施的落实，坚决做到重点

人员管控全过程的无死角、全闭环。

目前，该街道已累计管控重点人员

2200多人，其中在管的257人，集中隔

离的88人，日常健康监测管理169人。

疫情不息，战斗不止。接下来，

东城街道将继续号召党员干部、社区

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防疫工作

下沉到社区千家万户。

三级网格覆盖 构筑防疫最强堡垒

守住社区关口 做好信息“神经元”

“你好，我是东城街道五金城

社区的工作人员。请问，你最近是

否去过绍兴、宁波、杭州等地区？”

17 日下午，东城街道五金城社区的

社工应笑红礼貌地拨出了一通排

查电话。

应笑红一边听着电话，一边在册

子上详细记录着对方近日的活动状

况。挂上电话，在仔细校对省、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下达的有关文件后，应笑

红对该核查对象备注防控信息。整

个流程，只有短短的三四分钟。而这

样的三四分钟，应笑红和同事们每天

不知要经历多少轮。

这段时间里，除了负责户籍家

庭、流动家庭的网格管理以及跟踪排

查重点人员的情况外，他们每天还要

将公安部门下达的核查交办单内的

人员信息，全部进行核查并录入浙政

钉上的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

以五金城社区为例，应笑红等 9

名社工都拥有各自的社区网格。通

过把排查到的所有信息详细记录、上

传到“中枢”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的

日常工作，将战“疫”的主动权牢牢掌

握在手中。通过线上初步筛查，线下

实地排查，快速摸清人员底数，特别

是对流动人口进行细分定位，及时确

定重点人群，以“一人一档、一日一

报”联动、联防、共享机制，形成了全

覆盖、无死角的疫情防控网。不仅是

社区每天都可以查看了解重点人员

及家庭成员的情况，街道数据核查指

挥室也能实时监控信息，以便一发现

异样便可及时采取马上行动。

此外，东城街道高镇、五金城、平

安、园丁、望春、许码头、山川坛、卫星

共 8 个社区的网格长、网格员与道路

“段长”、社区片长、楼长、志愿者和群

众之间还建立了交叉式蜂窝管理防

控模式。通过彼此之间的联动、联

防、信息共享机制，在展开地毯式全

覆盖排查和入户宣传的同时，进一步

掌握辖区重点人员的情况，摸清风险

底数，切实提升了疫情防控工作效

率，也大大提高居民对疫情防控的主

动性。

演练出真兵 网格绘防网 数字增效率

东城街道“三全模式”精准防疫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社区和村庄是防控的重要发力点。
面对当下复杂多变的防疫形势，连日来，东城街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整合多

元力量开展数据核查、扫楼排摸、核酸检测应急演练等疫情防控工作。同时，该街道还结合实际，以全时段排查、全覆盖
宣传、全方位管控的“三全模式”，推广“社工+数据”工作机制，实现8个社区的基层疫情防控信息化、网格化以及精细化
管理，确保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以演练促实战
筑起村社一级防线

不久前，几场“查漏补缺”的核

酸检测实战演练在东城街道上演。

城塘村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每

10 人一组的受检人员秩序井然地排

起队伍。他们佩戴口罩，保持一米

以上的距离有序扫码登记，进入采

样区完成咽拭子采集，随后从出口

处离场。

“通过演练，能及时发现疫情防

控的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大家

在应对疫情突发事件上的应急处置

能力，做到快速响应，精准控管。”该

村党支部书记赵笑群说。

以城塘村为例，该村是一个拥

有 5000 多人口的大村，其中流动人

口就有 4000 多。加之地处老 330 国

道旁、商铺多，居民成分较为复杂，

大大增加了疫情防控工作难度。在

东城街道，像城塘村这样的大村还有

不少。

为了保证防控工作严格扎实，更

精准掌握每一位村民的信息，做好活

动轨迹登记，做到不漏户、不漏人，东

城街道成立由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事

处主任分别为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

的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辖综合协调、

物资保障等 7 个专班，统筹协调 23 个

村社开展核酸检测应急演练工作。

所属行政村的党员干部全员下沉到

村、走访到户，以最快的速度开展多

轮扫楼行动，为全域开展核酸检测演

练夯实信息基础。同时，各行政村成

立宣传志愿队，借助微信公众号、村

级广播站等渠道，营造群防群控氛

围，确保疫情防控知识、疫苗接种宣

传全覆盖，大大提高群众防疫意识和

疫情防控工作配合度。该街道还联

合派出所、执法中队等力量，全面排

查各类公共场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各项规定。

截至目前，小花园村、河南一村、

河南二村、城塘村、高镇社区等首批5

个村社16个采样点，全部完成核酸检

测实战演练，均取得不错成效。

□融媒记者 程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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