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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晚11点，淄博市张
店区马尚街道龙凤苑B区。

作为小区安保人员，延晓白
上班首先做的就是检查电动伸缩
门下是否有杂物、门禁机是否正
常，“再有1个小时，小区就正式

‘解封’了，得确保设备没问题。”
3月21日，淄博市政府发布

《关于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
通告》，自3月23日零时起，博山
区、临淄区、高青县、沂源县、淄
博高新区、淄博经开区，以及张
店区、淄川区、桓台县除封控区、
管控区之外的区域，人员、车辆、
货物有序流动。

“明天早上下了班，终于可
以回家了，真好。”从11日夜间接
班，延晓白已经在岗位上坚守了
11天。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按下“暂
停键”的淄博，正式“重启”。

众志成城：
从“暂停”到“重启”

淄博市政府上述通告发布
次日，淄博高新区率先发布公
告：自22日6时起，有序放开人
员、物流、交通管制。

当天早上6点刚过，淄博高
新区华侨城小区北区南门，一辆
车从小区内部驶来，看到落下的
栏杆，车主从车窗里递出了完成
3次核酸检测的证明。不待对方
停车，值班保安刘效燕便将栏杆
升起。双方互道一声“辛苦”，车
主驱车离开。

车辆渐多，特意赶来查看情
况的保安队长杨长忠干脆让把
出门的栏杆升起，“业主已全部
完成3次核酸检测，只看进小区
的人有没有核酸检测证明就行
了，升起栏杆，让大家心里更开
朗。”说完，杨长忠和一名出门的

业主打招呼：“小区放开了，出门
不需要证明了。”

“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得
好！感谢多日来物业工作人员、
网格员、志愿者的努力……”淄博
高新区四宝山街道奥林新城小区
张先生的言语间充满了感激。

奥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曹延刚感慨万千：小区封闭
10天来，物业工作人员、8名网格
员、150多名志愿者，在小区管
控、环境消杀、核酸检测等方面
付出了巨大努力。

23日零点，原山大道和省道
102交叉口，淄博经开区公安分
局民警吴斌，和执勤卡点的战友
们拆除管控设施，撤离了坚守了
十几天的管控执勤点。

管控执勤点的56名工作人
员，来自经开区公安、交警、交通
和卫生健康系统。自3月12日
至今，他们平均每天登记管控过
往车辆约1500辆，每天引导和
护送急诊病号10余人，每一名
执勤工作人员在岗时间均超过
10小时。

青银高速淄博收费站，是进
出淄博的重要通道之一，坐在副
站长陈善智的办公室里，正好可
以看到车辆进出收费站。3月12
日凌晨接到通知后，收费站全体
人员就地封闭，站长刘江刚刚做
完手术没几天就返回了岗位。
疫情发生以来，收费站在做好内
部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配合政
府部门，确保疫情防控物资通道
畅通。

“看着大批疫情防控物资通
过收费站，我们也感受到了政府
疫情防控的力度，这让我们对战
胜疫情充满了信心。”陈善智说，
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看到进
出收费站车辆大幅下降带来的
低落心情。“小区解除封闭，大家

就可以回家团聚了，站上的运营
很快也会恢复正常。”23日上午，
望着窗外明显变大的车流，他的
话里充满了信心。

冬去春来：
从“两不误”到“双胜利”

查看水电、打扫卫生、联系
购进食材……3月22日一早，山
东工业职业学院附近博味园酒
店的刘女士，早早地就来到了店
里。“虽然目前不允许堂食，对外
卖也有严格要求，但我们今天就
得准备食材。”

从2004年开始从事餐饮行
业，刘女士和老公已经在这个行
业打拼了近20年。2020年开始
的疫情，让餐饮行业经营变得异
常困难，这次疫情发生后，两人
有些“屋漏偏逢连阴雨”的感觉，
甚至都在考虑要不要退出，“没
想到这次‘解封’得这么快，这对
于我们来说是特大喜讯。我们
希望坚持下去，坚持就有希望，
困难肯定会过去。”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牵动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淄博始终在坚
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不
误”。

疫情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
两大主要因素是物流不畅和人
员不足的问题。张店区工信局
按照“一企一策”精准防控的要
求，为具备食宿条件的24家企业
471人办理了返企通行证，由企
业实行封闭式管理，最大限度保
证企业生产；淄川区工信局对
108家封闭管理企业生产情况进
行日调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经
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有效化解
企业燃眉之急；针对管控期间企
业运输保障难题，桓台县积极协
调上级部门和疫情防控指挥部

交通保障组，安排专人帮助协调
车辆通行证办理，为生产原材料
供应和产品运输提供保障……

淄博市政府上述通告发布
后，各级政府部门立即投入到有
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工作中来。
21日，淄博市金融稳定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做
好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通知》，提前谋划精准
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张店区工信
局成立领导小组，下设企业运行
和职工返岗服务组、交通运输服
务组、政策扶持和资金困难服务
组、技改贷服务组、信息产业服
务组五个组，助力企业恢复生
产；淄博市公安局出台《服务保
障企业复工复产十条措施》，从
分区域有序解除交通管制、全面
推行电子通行证制度、加大交通
疏堵保畅力度等十个方面，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3月22日，淄博市委书记江
敦涛深入企业、项目一线调研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察看企业生产经营恢复和重
点项目建设情况，更向外界传递
了淄博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的信心。

3月20日凌晨，淄博莲池妇
婴医院的救护车将王嘉烽和待
产的妻子王敏紧急接到了医院。
当天上午，他们的女儿王千妤成
为这个家庭的新成员。

3月23日，淄博正式“重启”
的第一天，王嘉烽将带着妻子女
儿出院回家。“20日凌晨来的时
候，我担心疫情封控管理出不了
门，结果一路畅通无阻；生完后又
担心回家会比较麻烦，结果今天
淄博‘解封’了，真好！”他的话里，
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继才 任灵芝 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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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动态清零”，决策力举
足轻重。

精准划定防控区域，无疑可
以作为观察此次淄博城市管理者
在疫情防控决策力的一个切面。

此次疫情，淄博没有搞“一刀
切”，而是第一次实施了封控区、
管控区、防范区三区精准管控方
案。三个“区”实施分类动态管
理，防控的等级与内容皆有不同。

淄博城市管理者如此决策，
既体现了“科学防控”的底气，也
源自对社会成本的通盘考量。

经过近年来的凤凰涅槃，加
速崛起的淄博，转型升级终于迎
来了关键性、趋势性、转折性变
化。在这样不进则退的时刻，淄
博的防控手段必须要兼顾社会
健康成本与经济成本，要在投入
与效果之间算大账、算总账、算
长远账。

这座拥有470万人口的城
市，只有对更少的人群、更小的
范围进行更精准的科学防控措

施，才能把社会成本降到更低。
这一切，都要基于管理者的

敢于决策、善于决策、创新决策。
实现“动态清零”，统筹力不

可或缺。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考验的

是城市管理者有统筹全局、协调
四方、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从本轮疫情来看，淄博在溯
源阶段，由各部门协力合作，坚
持边流调、边排查、边检测、边管
控；在小区，有专业物管人员、社
区工作者和物业服务人员落实
防控举措，网格员、社区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也在进行值守；疫情
发生前，淄博市应急管理局便启
动激活了工作专班，让居民做到
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医疗
疾控、流调队伍、公安民警、社区
干部、新闻记者、志愿人员、市民
群 众 … … 众 志 成 城 ，没 人 掉
链子。

系统思维叠加全面统筹，让
城市的每一项有机构成如同齿轮
咬合，环环相扣。城市管理者需
要有这样的格局、思维以及短时

间内调动人员、组织团队的力度。
这样的力度，是疫情使然，

也是平时的“修炼”使然。
近年来，不断推动认知迭代

的淄博决策层屡屡提及的“平台
思维”，核心便在于统筹和链接：
整合多方资源，发挥各方所长，
达到1+1>2的效果；用眼前事把
更多资源聚集起来、整合起来，
通过深度挖掘，实现最大效益。
这样的思维模式，在经济发展层
面正逐步发挥威力，如今透过疫
情不难发现，其在社会治理层面
同样效果显著。

实现“动态清零”，共情力必
不可少。

城市管理者与市民的关系
不是“你和我”，而是“我们”。有
了这样的共情，现代城市存在、
生长并予人安全感的底层逻辑
才能搭建起来。

为了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淄
博的城市管理者采取了“四不两
直”的工作方法。

何为“四不两直”？具体来
说，就是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

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
层、直插现场。对于基层打赢防
疫阻击战，“四不两直”既是无形
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动力。

在淄博对奥密克戎变异毒
株治疗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城市
管理者努力从群众的角度思考
问题，时刻关注老百姓在生活物
资、子女教育、心理疏导、看病就
医等方面的现实需求。此外，

“倒春寒”来袭，淄博2次延期供
暖所体现的城市管理温度，更是
赢得一片赞扬。

无论有没有疫情，人都不该
是面目模糊的。当疫情降临，城
市管理者也好，市民也好，都不是
各自独立的群体，而是一个个具
体的人——— 我们是每一个人，每
一个人也都是我们；我们既是一
个个活生生、具体的人，也是一个
分不开、压不弯、打不垮的整体。

当城市管理者以百姓心为
心，就能听到每个人的声音，照
顾到每个人的身心和尊严。

有了这样的共情力，我们不
仅能战胜病毒，也将赢得未来。

淄博“重启”不负春天
——— 写在淄博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