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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杨璐

社区统计表
不断“清零”

过去的近4个月，是党继琴
十几年社区工作里最特殊的一
段日子。

作为济南市山大路街道甸
柳社区居委会“两委”委员，党
继琴大年初二就返岗工作，她主
要负责社区疫情防控各类信息
统计。“像这个住户基本情况统
计表，每户一表，住户的姓名、年
龄、身份证号、工作单位、来济方
式、健康状况、接触史等都要统
计上，还要租户签名、房东签名、
排查人员签名，留网格居民组长
和房东电话。”5月7日党继琴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展示了
完成后的住户表格，摞起来有
半米多高。

甸柳社区紧靠二环东路，与
济南长途汽车东站毗邻，是典型
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总人口近万
人，流动人口约是常住人口的
2 . 5倍。为了便于区分各类人员，
社区制作了“红蓝”临时出入证，
红色代表省外人员、蓝色代表省
内人员。

“2月5日到3月23日这段时
间最忙，外来人员返社区一天最
多能有二三十人。”党继琴介绍，
他们组成了一个120多人的社区
防控队伍，里面有居委会、物业、
公益岗、下沉单位、警务室以及
居民楼长等。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社区统计信息“清零”不断。3
月25日，第一次出现0，居家隔离
人口新增为0；3月26日常住人口

新增清零；4月12日居家隔离全
部解除。现在，居委会墙上挂着
最新的“甸柳疫情防控居住人口
统计表”，截至5月5日，表上有5
个“0”。

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线
战场，各类工作复杂繁多。甸柳
社区可以说是全省疫情防控的
一个缩影。

快递外卖进社区
广场上人也多了

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
我省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
巩固。截至5月5日24时，全省已连
续55天无本土病例报告，连续19天
无境外输入关联病例报告。

“2月4日来的时候，社区广
场根本见不着人，现在春暖花
开，天气也好，老人孩子来休闲
娱乐的挺多。”济南市妇联下沉
甸柳社区“四进”小组组长刘宇
霞感慨说。

甸柳社区外来流动人口多，
刘宇霞起初主要协助社区进行
疫情防控信息录入。“一开始居
民进出信息都得录，每天有个几
百条，当时看得眼睛都疼了。现
在，每天新增信息很少或者没
有，腾出空就到社区小商户店里
宣传复工复产，或者去卡口站
岗、卫生消杀，防控意识不能
松。”

日前我省印发《全面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
案》，其中要求，低风险地区或未
发现病例社区，应解除社区封闭
式管理措施。据甸柳社区居委会
副主任马德生介绍，目前社区外
来人员实行车辆出入登记、体温
检测、健康码查验，外卖、快递也
能进出。

降级并不意味
“警报”解除

从Ⅱ级响应下调为Ⅲ级响
应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并不代
表警报解除，更不代表可以放松
警惕。新冠肺炎传播依然构成法
律规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5月3日，新增1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
脑，做到慎终如始，坚决打好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6日，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委
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张连三提醒说。

“我们现在主要是统计省外
来的人员，多的时候一天四五
个，少的时候有一个，有时候一
个也没有。”党继琴说。

甸柳社区四通八达，出入口
多，2月11日按照全市“十个一
律”的要求，开启封闭式管理，设
置了7处围挡，留了西南门、东门
两个出入口。“社区保持防控责

任意识不松懈。”马德生表示，目
前采取分类管控，重点盯省外和
境外来的人，借助社区网格化管
理，细化至每一个楼的楼长。

转向科学精准的
常态化防控

4月30日，山东省委疫情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公开发布《全面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工作方案》，提出了17项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

调至Ⅲ级响应后，我省要求
各级各部门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精准实
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保持
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力度不减，加
快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社区工作十几年了，一开
始最大的担心就是一线工作会
不会有什么情况，可是社区工作
容不得你想多了，在一线没有后
退的想法。”党继琴说。

据了解，下一步我省将推进
全面复工复产复学不松劲。

一个社区居委会的疫情防控
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深入采访
之前，我还停留在小区出入口的体
温测量和扫码登记上。

5月7日，在甸柳社区居委会的
会议室内，党继琴搬出了疫情期间
统计的表格，几乎摆满了半个会议
桌。疫情防控居住人口统计表、居
家隔离人员统计表、居家隔离人员
解除统计表、山东省复工复学人员
健康通行卡甸柳社区统计表……
每一份表格全部是手写，精确到每
一户每一人，详细记录了个人信
息，并用不同颜色的标签写上填表
日期分门别类进行归档。记者特意
将其中一类表格竖着摞起来，用尺
子量了量有半米多高。

“没想到还挺多的。”党继琴笑
着说，这些表格是大家伙用腿儿跑
出来的“留痕”。

简单的一句话，却省略不了近
4个月一线防控工作。

这些守卫在最基层的社区工作
者，24小时坚守在卡口排查，穿梭在
小区每个楼栋间，不厌其烦拉网式
全覆盖动态排查，逐户逐人登记好
信息。正是有了各个基层社区工作
人员谨慎细致的付出，我们才赢得
了全省疫情防控的持续向好发展。

响应级别下调，是一个积极的
信号。但这并不代表警报解除，更
不代表可以放松警惕。调低响应级
别也不是降低要求，而是更高标
准，突出重点、精准防控。当前，境
外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国内人员流
动和社会聚集不断加大，我省仍然
面临境外输入病例和本地病例引
起零星散发或局部暴发疫情的双
重风险。正因为此，党继琴和同事
们的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停下脚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疫情防控脚步不停

一级降二级，二级降三级，响
应级别不断下调，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注意到，5月6日山东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几
位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摘下口罩。

那么，以后大家出门还要不要
戴口罩呢？发布会上，省卫生健康
委党组书记、主任，省委疫情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袭燕提
到，加强居民个人防护，尽量避免
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减少到人员
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尤其是密
闭空间、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要
科学佩戴口罩，随时保持卫生，做
好消毒防护，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
习惯。”袭燕强调说。

对于公众而言，不管实行哪一
级应急响应，自我防护都是预防病
毒和防控疫情的重要手段。

常态化防控后，体温监测还有
必要开展吗？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病毒病所所长寇增强回应说，
发热是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许多
传染病的临床表现之一。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体温监测也需要进一步突出重点、
科学精准、规范操作，切实发挥作
用。”寇增强说。

寇增强还提醒，随着夏季来临，
有的居民对“发烧”不敏感，有时会
出现体表温度略有升高的现象，提
醒公众关注自己的体温，特别是到
境外和高、中风险地区旅行，或接触
过这些地区的人员，以及接触过有
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员时，都要进
行体温等症状的自我健康监测。

自我防护

仍是重要手段

葛相关新闻

济南市推进村居疫情防控常态化

封闭式小区达标可开放全部出入口
本报济南5月7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为推进村居疫情防控
常态化，加快正常生活秩序恢
复，5月7日，济南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下发《关于推进村居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通知》，进一步
推进村居通行、日常防控、自主
管控、督导检查常态化。

《通知》要求，各区县要统筹
推进村居疫情防控和服务群众工

作，组织村居对照《济南市村居常
态化疫情防控标准》开展自查，自
查达标后向街镇疫情防控机构报
备。达到标准的开放式村居解除
封闭式管理，不再设置“硬隔离”
和“物理隔离”；达到标准的封闭
式小区开放全部出入口，业主、租
户等常住人员凭小区门禁(出入
证)或出示山东健康码通行；外来
人员和车辆符合小区车辆管理要
求的，对司乘人员测温、登记、查

验山东健康码后，可进入小区。达
不到标准的村居继续实行封闭式
管理，整改达标后解除。

严格落实网格员、楼宇(单
元)长负责制。对境外入济人员、
中高风险地区返济入济人员及
时纳控，按流程实施健康检测、
随访管理。层层压实小区内出租
屋、旅馆业、其他场所的房主、业
主、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形成群
防群控的合力。

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
式，引导居民形成规范日常行
为，自我约束并监督他人，自觉
按场景要求佩戴口罩，保持合理
社交距离，日常做到勤洗手，减
少不必要的聚集，自觉遵守市民
公约，落实“双测温两报告”等疫
情防控规定，实现由被动防控向
主动预防的转变，涵养健康生活
方式和文明行为习惯，切实构筑
起自主管控的常态机制。

手写统计表
已有半米高
山东应急响应下调的背后
是社区精细防控的不松劲

在济南市山大路街道甸柳社区，外卖快递人员经测温登记后可以进出。

甸柳社区住户基本情况统计表摞起来有半米多高。

在持续拉响60余天“二级警报”后，自2020年5月6日0时起，山
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响应级别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省级
Ⅱ级响应调整为Ⅲ级响应。

“调低响应级别”背后，我省疫情防控都做了怎样的工作？
“调低响应级别”是否意味着降低防控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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