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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项疫情监测数据的持续向好，这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转入新的阶段，也给我们的
生活、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太多变化。鲁中晨报今起推出“战‘疫’新观察”栏目，聚焦社区管理、城市
配套、基层党组织建设、志愿组织发展、市民生活习惯等方面，共同关注这些变化中值得我们深入
研究和思考的话题。

文/图 记者 张培 姜涛
居家养老、私家车管理、外

来人口管控，一直被视为制约老
旧社区管理升级的“三大难”。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全
民防控渗透至社区的每一个角
落，这里是一线防疫的重要区
域，也是阻断疫情的最后一道
屏障。

开放式老旧社区的防控难
度大，落实防控措施好比“流程
再造”。

负重前行之下，在公众已然
熟知的车辆摸排登记、居民通行
证办理、特殊人群信息录入之
外，由疫情防控工作所积累的管
理经验，能否给老旧社区的未来
带来某些变化？

日前，鲁中晨报记者对此进
行了走访调查。

细致摸排积累管理经验 流程再造落实防控措施

防控“大数据”推动老旧社区蜕变

蔬菜直送
打开居家养老新思路

77岁的王在亮是张店区车
站街道新华社区的居民，老人在
这住了32年了。

按照惯例，每年的正月初二
是3个女儿带着女婿和孩子回来
团圆的日子，这个春节，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孩子们决定延期
回来。

疫情发生后，向来勤俭持家
的王在亮只备了2天的菜，他和
老伴凑合着吃了4天，菜、鸡蛋、
面条都没有了。

“在我骑车外出采购时，被
社区劝返点的志愿者拦下了，对
方见我岁数大、行动不方便，就
送了我一袋新鲜蔬菜。”

王在亮的这次经历，引起了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冲
的思考。

李冲告诉记者，经过一段时
间的疫情防控，通过梳理发现，
新华社区近一半的常住居民为
老年人，“惠民助老、居家养老”
已成为社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2月2日，李冲联系了社区党
建共建单位鲁中蔬菜批发市场
业户党支部，说明了社区在疫情
防控期间需要解决的蔬菜采购
问题。

对此，鲁中蔬菜批发市场业
户党支部当即承诺：从当日起直
至疫情解除，每天用货车运送至
少5种时令蔬菜到社区的“幸福
厨房”，平价出售给居民。

居民王在亮把每日能吃到
平价放心菜的事说给女儿听，让
女儿很感动，为社区新推出的惠
民助老新举措点赞。

对于李冲来说，通过上述新
举措的试运行，更让他坚定了将
社区“惠民助老、居家养老”工作

思路坚持做下去的决心。
按照李冲的计划，在疫情解

除后，社区居委会方面将深入细
致地研究重新登记在册的居民、
私家车信息，制定出更加人性化
的办法，在停车管理、家政服务、
居家养老等方面实现融合管理，
从而打造属于新华社区广大居
民的智慧生活平台，提高社区管
理及服务水平。

与李冲的思路不谋而合，张
店区车站街道办事处在近期召
开的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2020
年将结合辖区老旧社区推行的

“自治家园”项目开展“民意投
票”规划，按照规划：对于老旧小
区未来如何建设，将由社区居委
会提出意见，再由居民对具体项
目进行表决、提出意见，全面体
现居民自治，以此形成全体居民
参与、全体居民受益的新管理
模式。

摸排登记
力破多年停车难题

2018年11月，黄海杰调入
张店区体育场街道河东社区居
委会工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改善这处老旧社区。

黄海杰经过走访发现，社区
最为棘手的当属停车难问题。
随着私家车的普及，老旧社区因
当初建设时没有规划私家车位，
如今停车难、乱停车问题难以
解决。

“居民之间因抢车位而吵架
的事时有发生，小区没有物业，
都是居委会出面调解。”

黄海杰告诉记者，河东社区
的居民楼大多是25年前建成的，
住在这里的基本都是普通工薪
阶层，即使居民现在的日子好
了，买辆汽车也不容易。有车

开，就需要有地方停。
2019年下半年，黄海杰便计

划给社区安装智能门禁，使社区
的私家车能规范、有序停放，这
样也能有效杜绝外来车辆进小
区占车位。但是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安装智能门禁，谁来管
理？车主信息、车辆信息如何准
确采集？采用蓝牙卡感应还是
智能识别车号模式？费用问题
如何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始终
困扰着他。

疫情发生后，社区居委会全
员上岗，在拦截劝返外来车辆和
人员的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也对进出社区的居民及其
车辆做了详细登记，并编号办理
临时通行证。黄海杰突然想到：
既然已经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居
民和车辆信息，何不借此时机上
马智能门禁系统？

2月18日，社区党委联合双
报到单位淄博市新材料新医药
产业发展中心，为河东小区安装
了智能门禁系统。目前，社区工
作人员正逐一核实637辆私家车
的信息，待这些车辆信息核准无
误后，就全部输入智能系统，规
范车辆进出。

黄海杰告诉记者，下一步，他
们将重新划定停车位，争取协调
上级部门或党建共建单位向社区
倾斜帮扶。等疫情解除后，再全
面征求广大居民的意见，引进有
资质的物业公司，为小区安装人
脸识别系统，打造智慧小区，提升
小区的综合服务水平，使老旧小
区也能实现智能化管理。

人性化管理
让租房户把社区当家

2月20日下午，赵军涛刚从
菏泽巨野老家返回淄博，他的出

租屋就在张店河滨小区一栋老
旧居民楼里。

在准备进入小区时，赵军涛
被劝返点值守工作人员拦住了，
工作人员要求他做好信息登记，
并向社区党委书记李成作了
汇报。

“按照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要
求，你必须居家隔离14天才行。”

李成让社区网格员对赵军
涛开展一对一服务，每天测量并
记录体温变化，及时了解其身体
状况。

在近一个月来社区登记台
账上，详细记录了该社区所有常
住居民和租房客的信息。

李成告诉记者，疫情发生
后，社区每日严格防控。根据社
区工作人员对所有住户摸排、登
记的情况分析，目前该社区共住
着4534人。

“社区现在的租房户、空房
户不少，社区居委会计划在疫情
结束后，积极引导租赁户加入到
社区微信群，方便他们与常住居
民一起网上交流，多参加社区活
动。社区的治理和建设也能多
听听他们的建议，让他们将社区
当成自己的家，大家一起努力把
社区建设维护好。”李成说。

与河滨社区的情况相仿，张
店区和平街道城西社区居委会
所辖的城西新村也是一处开放
式的老旧小区，没有正规的物业
管理，物业服务质量难以满足居
民需求。

城西社区党委书记荆树涛
告诉记者，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社区居委会已为广大居民
办理临时通行证2062张，登记了

406辆私家车的信息。对于居民
们提出的提升小区安全系数的
诉求，社区党委已规划了社区未
来发展的“蓝图”。

“待疫情解除后，社区将以
防疫期间登记的居民大数据为
基础，进一步走访调研，开展打
造新社区的工作。”

荆树涛介绍说，他们将以城
西新村为试点，拟将该开放式老
旧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设置车
牌号智能识别门禁，增加门卫保
安管理，小区所有车辆登记造册，
实行电子档案管理；拟收取该小
区居民物业管理费（现在实行的
是政府补贴的简易物业服务），提
升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和水平。

“同时，充分发挥城西新村
业主委员会的主体作用，在社区
党委的引领下，按照‘四位一体’
推行‘红色物业’的标准和要求，
在小区车辆管理、物业管理费收
取、小区保安保洁管理、便民维
修和小区精细化社区服务等方
面为老旧小区找好管家，为老旧
小区及老旧社区发展开辟突围
之路。”荆树涛说。

新华社区的“幸福厨房”防
疫期间每天给社区居民供应平
价新鲜蔬菜。

河东社区根据防疫期间重
新摸排登记的居民及私家车数
据，联合社区“双报到”单位为下
辖的河东小区安装了车号识别
智能门禁系统。

由于城西新村是开放式老
旧小区，为了确保居民的健康安
全，防疫期间无论白天还是晚
上，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认
真值守在劝返点、严格防控。

防疫期间，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城西新村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认真值守在劝
返点，严格防控。

新华社区的“幸福厨房”防疫期间每天
给社区居民供应平价新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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