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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天津濱海新區新增4例確診
病例後，天津市防控指揮部決定立即啟動
涉及240萬居民的「濱城大篩」，自11月
21日起，濱海新區2,270平方公里土地被劃
分為25個區域，在總指揮部統籌指揮下，8
個應急處置小組協調配合，6,700餘名公務
員下沉社區。濱海新區防控指揮部副總指
揮、副區長梁春早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
表示，應對採樣首日（21日）雨夾雪氣溫
驟降的惡劣天氣，官方連夜把原「採樣點
位相對集中設置在體育場、廣場等空曠區
域」的方案進行調整，改為大多數設置在
居民小區，實現居民在本小區「下樓即
檢」，避免群眾因排隊受冷受凍，精準的
點位分布大大提高了採樣工作效率。

採樣點逾兩千 特設進度專員
梁春早介紹，在「大篩」中，緊急鋪開

的全區2,282個採樣點由網格員、志願者負
責引導，居民以10人一組進行採樣，並且
均設置了1位進度專員，調動人員補位，保
證採樣工作全時段齊頭並進。此外，調配
21輛救護車補充送樣車輛，確保每兩小時
向後方送樣一輪。

「為了確保應檢盡檢，把篩查工作做
實，在22日主體採樣完成後，各區塊嚴格
排查生病臥床、行動不便、周末歇班、出
差返濱等未參加採樣人員的數量，調整完
善掃尾篩查方案。」梁春早表示，23日出
動3,000餘名醫務人員，建立了226個小分
隊逐一掃樓，對1.77萬人進行入戶採樣；
同時設立85個集中採樣點，進行補漏，共
計完成了22.16萬人掃尾採樣任務。
經開區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王振文說，入

戶檢測的服務對象較特殊，需要更注重細
節。「檢測中要盡可能避免過多暴露，減
少對老人們生活的干擾，這個原則非常重
要。」

協助禁足居民 買飯購日用品
在涉及封閉管理的瞰海軒小區和中交上

東灣小區共有2,400多名居民。中交上東灣
小區為確診病例密切接觸者居住小區，按
照中風險地區進行封閉管理，為充分保障
居民生活基本需求，每天都有社區工作者
聯繫居民統計用餐需求，統一訂購盒飯。
「每天的上午大概9點左右，一天的菜品就
公布了，什麼時候你可以訂中午餐，什麼
時候訂晚上餐。飯盒15塊錢人民幣一份還
挺好，三種菜有葷有素。」居民許惠森表
示，除了用餐之外，取快遞、購買日用品
等需求，社區工作者也有求必應。
社區工作人員趙松介紹，後勤保障部門

緊急採購生活必需物資，做到24小時響
應、供應充足、送貨到家，對於重點人群
的需求建立台賬，及時處理。「對一些特
殊情況的居民，比如老人、小孩、孕婦和
坐月子的，要重點地去關注，必須為他們
提供及時的24小時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天津報道

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防疫

條例，為「禁足」作準

備。在內地，疫情爆發社區「禁

足」進行全員檢測已逐漸形成成熟模

式，其基礎在於跨部門的「聯防聯

控」，人力、物資的統一調配，令

「禁足」社區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

檢測，並調動充足人力，保證

生活物資到戶服務，居民

無需為「禁足」期間的

生活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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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檢測結果已經出來了，沒什麼
事。父母住在成都的其他小區，打了電話

過來詢問，也沒有特別的擔心。」儘管自己所居住的華
都雲景台小區自12月8日21時起被劃定為中風險地區，
並實施相應封閉管控措施，但小何並不擔心。小何所在
的小區位於成都市成華區，小區現有住戶312戶，居民
736人，8日通報新增的確診患者趙某某就租住在這裏。

居民凌晨下樓檢測
小何告訴香港文匯記者，在他凌晨1點回家時，就發

現小區聚集了不少人。不一會兒，物業工作人員就開始
一戶戶敲門，通知住戶馬上下樓做核酸檢測。小何和室
友帶着身份證下樓，完成基本信息登記後，就排隊等候
檢測，凌晨2點22分做完。
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前往華都雲景台小區，見到小區

外設有三道警戒線。第一道封閉整個小區，第二、三道
設在小區正門外，兩道警戒線中間有專門放置外賣、快
遞及各類物品的桌子。外賣員或住戶親屬把東西送來
後，都統一放置在這裏，並由工作人員貼上小標籤，寫
上樓棟房號及姓名等。
中午時分，正是工作人員最忙碌的時候。外賣員如流

水般進出警戒線後，門口的工作人員會及時分揀，再由
身穿防護服的專人推車或手提進入小區。工作人員進出
小區運送物資時，都會在第三道警戒線處進行消毒。
小區所在社區的跳蹬河社區黨委書記汪時如說，接到

升級為中風險的指令以後，小區的防控等級就提高了一

個等級，外來人員都不准進出，社區組織了社區工作人
員、物業人員、志願者等組成的專班服務隊，分單元分
樓棟提供服務，通過全程無接觸、流水線作業的方式，
為居民提供生活物資。
同時，社區協調了轄區附近的超市提供兩方面的配送

服務，一是生活必需品的網上購買，二是訂兩人餐、四
人餐、五人餐的搭配。「住戶在網上下單以後，工作人
員會進行登記，然後與超市協調，直接把生活用品送過
來。志願者再將物品送到住戶門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四川成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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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數月未見的本土新冠確診
病例在上海再度出現。圍繞這些病例，
有1個自然村、4個小區和一家醫院實
施了閉環管理，粗略統計直接受影響的
有20,000餘人。以規模最大的「明天華
城」小區為例，居委會書記胡瑋琪介
紹，在接到小區需要6,000多居民全員
檢測的通知時，居委會也就六七人。然
而就在很短時間內，在上海市和浦東新
區疾控中心的指導下，小區所在的周浦
鎮首先調動了副科級以上幹部集體出動
前來支援，之後又引入了城管、公安部
門的緊急調動，80多人的援軍迅速在
小區匯合，第一時間緩解了「用人
荒」，有效促成了首次小區核酸檢測順
利進行。
「統籌協調，協同聯動」是上海自年

初就形成的工作指導方針。上海市的疫
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下設指揮部和11
個專項工作組， 16個區都有市領導對
口聯繫指導，形成覆蓋全市215個街道
鄉鎮、6,077個居村委、1.3萬個住宅小
區的防控網。
同時，上海近年持續推動的社區「精

細化管理」，充分發揮居民自治積極性
的理念也在疫情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香
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僅在「明天華

城」小區，就成立了「日常用品運輸」
「應急事件處理」「醫療保障」三個工
作小組，由已經獲得陰性檢測結果的居
民和外來志願者擔任組員，服務居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張帆上海報道

上海社區封管的
溫情小故事

▲浦東聯華超浦東聯華超
市為方便隔離市為方便隔離
居民賒賬提供居民賒賬提供
物資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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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應急小組配合 6700公務員下沉社區

時間：
2020年11月21日-11月
23日

篩查範圍：
天津市濱海新區全體居
民

篩查人數：
240餘萬人

調動基層公務員：
6,700餘人

一線採樣醫務人員：
7,409人（6,839人來自
天津其他15個區）

維持現場秩序警員：
4,000餘人

封閉社區：

濱海新區東疆港區瞰海
軒小區1,900餘人（11
月9日-12月4日）

中交上東灣小區500餘
人（封閉日期：11月19
日-11月30日）

架起三級防控網 應急預案常態化

「天津茱莉亞學院的 19 名教職工
僅用 15 分鐘就完成了所有人的核酸
檢測採樣，結果均為陰性。」親身
參與了此次檢測的天津茱莉亞學院
執行理事兼首席執行官卜怡明（Al-
exander Brose）表示，中國在處置疫
情方面做得很好，當他告訴在美國
的朋友，天津因為有幾名本土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就要進行200多萬人
的核酸檢測，而且只用兩到三天的
時間，他們都為中國的組織能力讚
歎。「你要知道，在美國，每天有
20 萬人被確診，都沒有進行大規模
的核酸檢測。」

「誰都不想生活在焦慮的社會
中，因此，我非常贊同有必要做全

員的核酸檢測。」卜怡明說，「現
在餐廳是開放的，劇院是開放的，
我們又能和朋友們共進晚餐、欣賞
表演，過上正常的生活，這一切都
太棒了」。他續說，「這證明了中
國戰勝疫情的能力，所以我們都會
挺過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天津報道

美籍居民：全民檢測換正常生活

「濱城大篩」數據

1確診736人禁足 專業服務隊保民生
11月20日21點起：
兩小時布置好核酸檢測場地，展
開首次通宵檢測

11月21日：
檢測 凌晨居民開始分批檢測，上
午9時市政府宣布明天華城為中風
險地區

民生 政府人員挨家挨戶上門介紹
接下來兩周生活安排

11月23日-25日：
小區大規模消毒及第二次全員檢
測

11月26日：
物業人員和志願者上門發放消毒用
品

12月2日：
第三次檢測完成，全部為陰性

12月4日：
小區開始給業主發放通行證

12月5日零時：
調整為低風險地區，解封

禁
足
強強
檢檢

■ 天津天津社區網格員給封閉社區居民（中交上東灣）送日常補給
品。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天津「濱城大篩」涉逾240萬市民。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上海封區的居民網購或外來物資都被安放在臨時貨架上，經過
消殺檢疫後由志願者送上門。 周浦鎮供圖

■■風雪中的醫務人員風雪中的醫務人員。。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天津

上海
成都

■■華都雲景台小區連夜安排住華都雲景台小區連夜安排住
戶做核酸檢測戶做核酸檢測。。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成都華都雲景台小區大成都華都雲景台小區大
門外設有三道警戒線門外設有三道警戒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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