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居设起屏障，筑牢疫情防火墙
设岗、排查、互助……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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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而上的医护工作者，在
一线与时间和死神赛跑；在战疫
的大后方，则是数不清的基层工
作者，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
筑起了密不透风的阻断疫情防火
墙。

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
应，在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
之下，我们打响的，是一场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

2月4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杨庄村，两名党员志愿者向村民宣传预防知识。 新华社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冯冬宁 王建伟

屏障

这个春节，邵涛和他的“战
友们”一大早穿上红马甲、戴上
口罩，十人一组，分守在小区东、
西、南、北四个大门前,一遍遍地
给车主道歉。

一条十多米长的红绳，恰好
拦住小区的入口。绳后是四张桌
子，贴着红纸黑字“劝返点”的那张
桌上放着出入登记表。不远处，是
小区的门岗，除门闸、监控、对讲机
等原有标配外，又增加了消毒水、
喷雾器和口罩等。非常时期，三道
屏障把邵涛他们工作的这个小区
与外界隔离开来。

这座名为世纪花园的小区
位于淄博市张店区，建筑面积
104万平米，有148座楼、近200部
电梯、420个单元、8000多户居
民，堪称鲁中地区入住率、集中
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在疫情来袭
之时，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邵涛要做的，就是严防死
守，将疫情拒之门外。

不同的村居形态，同样的防
控配方。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与村
里热闹的大喇叭比，济南市历城区
鲍山街道简家屯村的主干道，冷冷
清清。村民王鹏戴着黑色口罩向村
头走去。那里，数辆私家轿车拼成
的“临时关卡”前，村党支部书记王
年昌正带领志愿者队伍执勤，对那
些外来车辆一一进行检测。

滨州邹平市西董街道办北禾
村，临时设立在村口的“检测点”，
对每一个在“关卡”过往的车辆进
行严格检查，检测司乘人员体温，
对车辆进行消毒杀菌等等，哪怕垃
圾清运车、物品配送货车也不放
过。

当疫情防控形势陡然升级时，
这些第一时间在村居入口设起的
屏障，成为一道道有力的防火墙。

“早觉”

当武汉官方通报指出新冠
肺炎“有限度人传人”时，察觉事
情不对劲的邵涛和同事们，就在
社区宣传栏张贴了首份关于武汉
新冠肺炎的“明白纸”。同时，他们
和小区物业一起，在148座楼、近
200部电梯、420个单元内以及各单
元楼垃圾投放点、社区基础设施配
套附近的道路展开消毒杀菌工作。
小区各个单元楼门前，也贴上了

《新冠肺炎防控小知识》。
对于此类“早觉”，彼时，有一

种声音是“邵涛，你们做得有点过”
“这不是在制造恐慌嘛”等。

对此，邵涛以及负责小区物
业的宜居物业副经理张成利回
应：恐慌不至于，有总比没有强。

“如果有疫情，工作提前做，心里
有底。如果没情况，大不了，提前
完成春节消杀工作。”邵涛说。

与邵涛他们的“早觉”引发
疑问一样，北禾村的质疑之声在
其疫情防控的最初时段也存在。
自钟南山明确指出“新冠肺炎肯
定人传人”以来，北禾村——— 这
个离武汉900多公里的村庄瞬间
紧张起来。

“当时我们借‘祥和春节’名
义有意地展开卫生清理、消毒物
资购买等。”村党支部书记张方
庚说，疫情来袭后，这个位于邹
平市城乡接合部的小村第一时
间封锁了东、北、南三门，只保留
西门。那时广大群众的警惕性还

没有很高，类似“这不是作秀吗”
的质疑之声也在北禾不断出现。

过年

更难改变的，还有根深蒂固
的传统观念。春节，就是走亲访
友、拜年聚餐，这是雷打不动的
风俗，怎么能说变就变？现代科
学防治观念和传统民俗之间，不
断发生着摩擦和冲突。

大年初二，简家屯村村民王
鹏的口袋里，手机微信的提醒声
滴滴答答，亲友们正聊得火热。
以往此时，他们会聚在一起“侃
大山、喝大酒”，但一切在这个庚
子年新春变了样。这样的改变，
王鹏最初很不适应。在他的潜意
识中，春节该走亲串友，热热闹
闹，“没有锣鼓闹春，最起码能拜
年打牌吧”。疫情突袭而至，很多
人还没缓过劲儿来。

在网上，年轻人和中老年人
已经被段子手们划分成了两派，
前者惜命，后者“大条”。其实，这
两个群体的立场并非绝对，但这
也正反映出部分中老年人防控
意识薄弱，传统春节风俗与严峻
现实之间是激烈的撕扯。

所以，村头的土味宣传层出
不穷。“疫情防控，咱不添乱。坐
在家里，就是贡献。”这样的宣传
标语相继在村里挂出。伴随土味
标语，防控新冠肺炎的精神通过

会议被逐级快速传达；一沓沓宣
传材料被村干部挨家挨户发放；
村口的高音喇叭突然热闹起
来……

当严防死守的战疫行动在
村里相继展开，不管是以往热闹
的简家屯村这样的村庄，还是人
流穿梭的北禾村等城乡接合部，
都逐渐安静下来。

拜年走访？也行。对于春节期
间来小区“走亲访友”的，张成利介
绍，他们或直接把礼物送到业主家，
或建议礼物放置小区门岗，统一杀
菌消毒后，再由业主定点取走。

在简家屯村，与静悄悄的村
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由339
名村民参与的“简家村大家庭”
微信群越发热闹，拜年、发红包、
翻唱歌曲、美食晒拍，甚至村头

“关卡”实时进展都被录成小视
频，在群里传播开来。

“在家宅就是做贡献”“不出门
就是在战疫”,这些迅速成为疫情
期间民众的广泛共识，大家从恐慌
或者轻视，逐渐过渡到理性应对。

“呆在家里不出门的都是战
士!”“网红”教授张文宏的话，让每
个宅在家的居民都很有成就感。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民
战争。

排查

群众宅在家，邵涛们却一刻
闲不住。除了要检查劝返外来人
员和车辆外，最重要的一项工
作，就是排查外来人口，尤其是
武汉方面的来客。

拥有952户、3000多口人的北
禾村，一场以疫情防控为核心的片
区大排查就此开展。张方庚介绍，
其所处片区内有40多户租户，人口
相对复杂。为此，他们以此前建立
的租赁电子档案为基础，同时安排
村两委成员、党员对这些租户逐家
逐户进行摸底排查。

排查中，两户重点防控、隔
离对象进入视野，其中一家是在
北京机场工作的空乘人员家庭。
另一家则为从湖北孝感赶来“走
亲戚”的一家三口。

“排查出后，我们第一时间上

报，并对他们进行14天居家隔离，
对附近活动区域消毒杀菌等。”张
方庚说，上述两户家庭隔离期间，
除邹平市疾控中心每天两次上门
量体温外，村里自动负担起隔离户
的吃穿用等生活事宜。

“本地在外的游子也好，外地
人来滨州也罢，我们要一视同仁，
关键时刻，给他们温暖。”他说。

硬核与温情同在的疫情防控
网被层层织密。当地实行的是“四
包一”“三公示”制度。所谓的“四包
一”即党政干部、医护人员、街道网
格员、社区民警四人随访一名外地
来滨州人员，摸清基本情况，每日
两次按时更新体温状况，实时掌握
所包人员身体状况。“三公示”指的
是，在小区、村居公示社区干部、小
区网格员、社区民警工作职责和联
系电话的同时，在街道、社区、（小
区）村居三级公示“四包一”人员有
关情况。

排查，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
任务。世纪花园居民26000人，居
委会与物业人员加在一起才不
到180人。压力巨大，邵涛、张成
利们借助大数据的同时，联手小
区医疗卫生资源，对于重点防
控、隔离业主进行专门的走访及
上门测量体温服务等等。

邵涛、张方庚们的工作，筑
起了联防联控体系最基层的一
道防火墙。“县不漏乡、乡不漏
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山东
对1月6日以来经武汉入鲁的人员
进行比对摸排，共排查出69180
人，并逐一落实隔离留观。

点赞

1月26日大年初二这天，邵涛
的一条微信动态收到了267个点赞
以及上百条密密麻麻的赞誉回复，
这条微信说的就是社区全封闭等
事宜。回想起开始的质疑声，邵涛
感慨，这些点赞真的来之不易。

内外防控体系建立起来，民众
防控疫情意识逐渐提高，“1月25日，
我们在小区大门口送口罩时，几乎
每个车都停下来要，但基本上没有
人戴。1月27日，不用我们送，每一个
人都自动戴了口罩。”邵涛说。

2月3日，山东荣成宁津街道明珠花园小区的两名居民在帮处于隔离期的

邻居买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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