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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社区 每天三万步 走出23公里“警戒线”

切实履行切实履行““四方责任四方责任””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通讯员包赛依娜）陈鑫，是八宝山街道永东
南社区的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忙忙碌碌，总是不见
身影”，这是社区干部对陈鑫的评价。

如何教育发动群众，是当前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难
点，也是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关键点。要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面前显担当，越是艰险越向前。正在摸排社区
人员情况的陈鑫向笔者展示了他的工作日志：

1月24日 大年三十“我们一直都在”
今年除夕夜，和往常一样，放着家里一桌饭菜不吃去

居委会和大家吃盒饭。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只能宣传
再宣传。社区干部们挨楼挨户张贴《致居民的一封信》，
在社区志愿者、党员、楼门长等微信群发布疫情防控通
知，疫情防控知识要送到每个居民手中、耳中、脑中，确
保家喻户晓、不留死角。每个党员都要带动一个家庭，在
这场防疫战中，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

贴完最后一张《致居民的一封信》，站在楼下看着万
家灯火，疲惫但又欣慰，身边还有一起战斗的同事们，别
担心，我们一直都在。

1月25日 大年初一“你步数这么多，可别来我家了”
街道和居委会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要大家少

串门、少聚会、戴口罩、讲卫生。结果很多人说：“你的微
信步数天天过万，千万不要来我家。”听了以后又好笑又
心酸。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社区干部们每天走路
不下万步，从大年三十开始就全员到岗到位，即使晚上下

班后也要巡视卫生情况、检查联防联控工作。我平时是
个沉默寡言的人，现在天天电话不断。“大妈，身体怎么
样啊？出门要注意防护，接触返京人员了吗？”“返京后
要及时登记，注意隔离，生活用品缺什么就给居委会打电
话，我们给你送去。”询问居民身体状况、摸排社区人员
情况，这是两项例行工作，消毒和摸排要两手抓。还好大
家的自我防范保护意识比较强，暂没有发现拜年、串门、
聚餐等现象。又是忙碌的一天，辛苦点就辛苦点，有那么
多挺身而出的医疗工作者，有那么多自愿到一线服务的
志愿者，有我们的政府和各级组织，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
这场疫情！

1月26日 大年初二“有你们在，我们心安”
人员摸排要不漏一户。社区每个楼门分配到人，社

区干部们对负责楼门的居民变动情况及时更新，逐一对
居民进行电话摸排核查，并提示居民注意自我防护，如有
返京人员及时登记。按照这样的流程下来，居委会可以
全面掌握居民情况，虽然大家听得烦了，但还是要继续宣
传防疫知识，疫情面前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垃圾堆物要及时清理消毒。34号楼有位常年拾荒的
老人，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今天终于成功劝阻，太不容
易了，赶紧联系物业清理了他门前的堆物堆料，并进行了
细致的消毒。隔壁的居民说：“有你们在，我们心安。”其
实，有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才心安啊。

1月27日晚“为我们自己加油”
晚上，忙碌了一天终于可以休息，又接到紧急通知，

要加强社区联防联控，在满足居民正常出行的原则下，临
时调整小区部分出入口。永东南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
区，一直是开放式管理，小区出入口多，这给社区联防联
控工作增加了难度。顾不上休息，先联系物业协商调整
细节和实施办法，明天一定要落实到位！明天又是忙碌
的一天，为我们自己加油！为中国加油！

1月28日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第一线飘扬
在街道的支持下，保洁师傅、物业、社区干部共同对社

区出入口进行调整。在出入口处安排保安、社工进行值
守，对出入小区的车辆、人员进行登记。

今天，街道党工委第一时间在社区成立了“党员防疫
先锋队”。成员由机关、党建协调委员会成员、驻区单位、

“两新”组织、社区党员干部以及社区民警、在职党员、“老
街坊”志愿者组成。这真是增添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每名党员主动签订了《疫情防控承诺书》，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发挥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先锋队按照分
工分片、责任到人的原则，发挥“防疫五员”作用，即宣传
员、先锋员、守护员、排查员和服务员。

我们是老百姓“最亲近的人”，社区是抗击疫情的第一
道防线。有这么多志愿者加入我们，一起构筑起群防群
治、阻击病毒的铜墙铁壁，我感激又感动。让党旗在防控
疫情第一线飘扬，“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还有很多社区工作者和我一样，默默守护着一
方安宁。我们不能像医务工作者一样治病救人，但同样是
奔波在前线的“战士”；我们没有逆风而行，但同样在为辖

区 百 姓 遮 风 挡 雨 。
居民们的一句“辛苦
了”，我的心能热很
久。始终奋战在疫
情阻击战的第一线，
这是我所能理解和
坚持的英雄主义。

八宝山街道：一个居委会主任的疫情防控工作日志

鲁谷街道社区干部防控纪实

本报讯（通讯员朱虹）面对疫情，宅在家里是最好的选
择，可街道社区的干部却冲在社区防控工作一线，每天朋
友圈里步数排名的前几位都是他们，成了微信步数榜上的

“明星”。石景山区鲁谷街道双锦园社区书记张斌调侃地
说：“我每天步数三万多，在这种应该尽量减少流动的氛围
里，估计已经被很多人拉黑了！”虽是玩笑，但也是社区干
部工作最好的体现。最近鲁谷街道22个社区的居委会干
部，因为每天要在社区巡查防疫工作，个个成了“微信运
动”中的健走达人。

当好疫情宣传员，走出声音的“警戒线”
疫情一开始，五芳园社区里就多了一个广播的声音，每

天流动在社区的各个角落，嘱咐社区居民做好防护工作、提
醒外来人员及时到社区登记，成为居民耳畔的声音“警戒
线”。“社区没有固定广播，我每天挂着个录音机在小区里走，
给大家提个醒”，社区干部王巍就是流动小广播的主人，广播
的内容都是每天从区里各部门转发过来的海量信息里精挑
细选的，而且每天更新，主要是防护措施和各种提示，既得好
理解，还得言简意赅，“请您尽量减少外出，出门带好口罩。
请您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和登记信息，群防群控，你我有
责。”简单两句话，但是“离太近有吹气儿的声，离太远音量不
够，说太快居民听不清，说太慢信息量太小，这几天我已经上
手儿了，一开始得反复录个七八遍”。每天一上班就录好内
容，这一天，王巍举着这个喇叭不离身，一会小区口值班测体
温，一会楼门里贴通知，一会去趟物业，走到哪这声音就提醒
到哪。声音不太大，但路过听得很清楚。虽然小区里贴了
宣传画，每家都发了《致居民的一封信》，微信群也都发了相
关内容，但是王巍亲眼看到有的居民揣着口罩忘记戴，一听

到广播的声音提醒，赶紧从兜里掏出来戴上。“每天早上10
点，准时开窗听广播。“在耳边多个人提个醒，总是好的”，这
是五芳园23号楼的居民在小区微信群里的留言，大家纷纷
为社区干部的细致工作点赞。

当好护院监督员，点亮社区的“平安灯”
社区防控一线，社区干部成为开展群防群控、为居民看

护院落、守好第一道防线的人。六合园南社区党委书记于
雄伯拿出一张手绘的“民情地图”，上面详细标注着社区的人
员分布情况，谁家一直在家，谁家外出，谁家出租，谁家有需
要照顾的老人，谁家是本地人，谁家是外地人，谁家有疫情严
重地区的亲属，都在这张图上一目了然，方便社区干部们分
类进行防控和照顾。接着往后翻，图后面还附着一个签到
本，密密麻麻的各种小圈是社区干部每天回家“数灯泡”的情
况。于雄伯介绍，社区正在开展“点灯护院”的行动，每天晚
上社区干部会分组到两个大院的每栋楼去数灯，看看谁家
灯亮了，谁家灯没亮。“现在大家外出活动少，一数灯，社区居
民的初步情况就可以掌握。”除了
能反映人员流动的情况，针对社
区里的孤寡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弱
势群体，没看到灯亮，社区干部还
要专门打电话过去问情况，确保
没发生什么意外。

当好卫生清洁员，甘当
居民的“清道夫”

面对疫情，社区的清洁消毒
工作活儿多、任务重。社区干部
每天要与物业一起对小区楼道

内进行消毒和卫生清理，还要监督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清
理小区各种堆放杂物，劝阻小区居民捡拾回收废品垃圾。

在双锦园社区，工作人员还有一项固定的任务，是到社
区36户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上门收垃圾。双锦园社区党
委书记张斌介绍，社区里有36户行动不便的老人家，身体
不好，体质弱。“以前是劝他们多出门，多走动，多参加活
动。现在是建议他们减少外出，尽量别出门。”社区干部分
组包人，每天早晚两次上门到老人家中收垃圾。早上八点
老人把垃圾袋放在自家门口，社区干部挨排收走，为了不
影响楼道的卫生，减少堆积，下午过了饭点，社区干部再走
一圈，把新的垃圾扔走。面对这些垃圾，他们都不嫌脏不
怕累，用自己的细心和劳动，甘当小区居民的“清洁员”。

就是这一件件的小事，让社区干部们成了健走达人，成
了微信步数榜上的“明星”，他们一直坚守着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克服困难，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为消灭疫情创
造最有利的社区环境。

满满的为民情怀与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