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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家，她总会泡泡脚，
按按摩，又酸又麻的小腿肚才能
缓解些许。泡着热水，她思想开
始放空。脱下社工马甲，李依依
只是一个普通的“90后”，她喜欢
奶茶，看剧，吃甜食。下班后，她
在家自制“神仙奶茶”，并说：“好
喝到没朋友的焦糖奶茶一次就成
功！”她还追完了《想见你》，说满
脑子都是《last dance》这首歌；她
用面粉做了几只小老鼠汤圆，还
突发奇想给它们全部戴上了口
罩；看到妈妈在为她做鸡蛋饼，李

依依还会发朋友圈“吹彩虹屁”，
称她为“万能的妈妈。”

“我们社区工作者不是没有
家，职责让我们必须舍小家顾大
家，抗击肺炎病毒的逆行者，不只
有令人敬佩的白衣天使，还有守
卫在最基层的社区工作者。”定下
闹钟，沉沉睡去，明天的李依依依
然会准时地出现在她的岗位上。

一份份表格和手中的额温枪就
像是她为小区竖起的防疫屏障。她
说：“疫情期间，我将尽心排查每一
户，每一楼，乃至整个小区，直到通关。”

90后疫情排查员的24小时

她用表格和额温枪竖起防疫屏障

申城战疫，社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何捍卫上海堡垒？一批批青年志愿者自请长缨，成为守卫社区的硬核担
当。截至2月16日中午12：00，全市16个团区委共组织28916名青年志愿者上岗服务，累计服务时长52.2万小
时。青年志愿者在基层社区担当“第一响应人”，努力当好疫情排查员、青春快递员、防疫宣传员、物资生产员、爱心
辅导员、渠道对接员。即日起，青年报推出“青春抗疫人”系列报道，记录这群上海青年如何用志愿心筑牢防疫墙。

编
者
按

随着防疫工作的不断深入，从刚开始的门口测
温，到来沪人员登记，再到后来的口罩预约，各项工
作必须安排得严丝合缝，才能够让排查工作正常运
转。疫情排查员李依依一边忙碌，一边观察，真真
切切地在小区中经历着上海或宏大或细微的变
化。“遇到困难，只有想办法解决。我们就像是万金
油，什么地方都能涂一点。”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李依依为社区居民测温。 青年报见习记者 周紫薇 摄

连日来，李依依的微信步数
以超过2万的步数碾压全场。“基
本上都是爬楼爬出来的。”她笑
着告诉记者。李依依是北二居
民区的一位“90后”团支部书记，
也是两个小区的疫情排查志愿
者。

在上海，每个小区的排查工
作各有各的画风。这位排查员
的早晨，则从一张表格开始。每
天8点半，前一天的来沪登记表
就需要她及时更新。更新完表
格，随后联系返乡人员、详细询
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仔细地核查
与记录，这些是李依依早上最重
要的工作。“最重要的一般都在

早上完成，这样比较有效率。”李
依依说道。

这些天，她做得最多的事就
是打电话和敲门。作为一个社
区工作者，观察着社区的风吹草
动是她的习惯。在疫情爆发后
的一段时间里，她接触到形形色
色的人，他们有的焦虑、有的急
躁，有的脸上写着防备。

她的工作就是细细地排查
出每一位住户，查看他们是否往
返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有无咳
嗽发热等症状，有无与湖北等疫
情严重地区人员接触等情况。

目前，她一共排查出了70余
人。

匆匆扒了几口饭菜，李依依
又继续走上排查岗位。下午1：
00，她来到了小区门口，和保安一
起站岗测温。

“哎你不要对着我头扫嘛！”
一位骑着电动车的大爷不满地
说：“这个也是枪，怎么可以对着
头呢。”李依依听后便将额温枪
对准了他的手腕，大爷这才点点
头：“测手腕就好了嘛。”

小区门口永远是最热闹的
地方，有出门收取快递的，还有
买菜归来的。由于只开一个门，

从早到晚都有人在门口聚集。
“现在人还算少的。”李依依告诉
记者，在返沪高峰那几天，人员
出入的量很大，她一个人就测了
上百个人的体温。

目前，上海1.3万个居民住宅
小区，绝大部分已实现了“封闭式
管理”，采取了出入口管理措施，
如：严控小区出入口数量，加强门
岗力量配备，做到人员进入必询
问、必登记、必测温。对体温异常
的，则按照既定的“全链条处置机
制”及时报告、及时移送。

什么是
“疫情排查员”

通常来说，疫情排查员

负责协助居委会对社区外来

人员和车辆进行排查，对来

沪返沪人员进行信息登记。

根据市、区各级职能部

门部署要求，组织青年志愿

者在社区开展疫情排查工

作，重点对社区外来人员、

外来车辆进行排查，协助做

好各类返沪人员信息登记

工作，确保信息畅通。在社

区，排摸工作已经成为了社

区干部的日常。排摸员在

做好个人防护工作的同时，

往往还需要帮助居家观察

者买菜送菜、上门回收垃圾

等，确保居家观察者无后顾

之忧。

以李依依为例，她的工

作主要就是排查出每一位住

户，查看他们是否往返湖北

等疫情严重地区，有无咳嗽

发热等症状，有无与湖北等

疫情严重地区人员接触等情

况。她本人除了负责在门口

为进出住户测温，还有发放

口罩预约单等工作。在最忙

的一天里，她打了250多通电

话，为上百位住户测试体温。

排查员排查住户，而住户对
排查员同样有一道设防。

李依依遇到过一个疑心特
别重的住户。这个住户是上海本
地人，在他处也有房产，小区里的
房子是用来出租的，对方的问题
很尖锐：“你们是谁？为什么有我
的信息？你们要怎么证明？”无
奈，李依依向她出示了社工证，表
示只是想要登记一下信息。

结果却依然没有一丝回旋的
余地，“谁知道你们这个证是真的
还是假的，外面都可以做的。”对

方的语气听起来毫不动摇。无
奈，她只能带上民警同行，终于获
得了住户的信任——3号楼的所
有住户终于登记完毕。

“因为大多数住户不在家，
但是排查空户一定要谨慎，需要
排查员反复多次敲门确认。”李
依依说道。李依依手中有一张
表格，那是小区里武汉籍的常住
人口地址。为了掌握隔离户的基
本情况，她还穿上一次性的防护
服，和同事一起上门排查问候，保
障隔离户的生活。

疫情爆发后，口罩成了紧缺
物资，很多人都在讨论口罩的购
买问题。面对居民庞大的口罩
需求，2月2日，全市各居委开展
口罩预约登记工作。

李依依觉得终于松了一口
气，但很快，她发现了更大的困
难。在预约现场，疫情把人的精神
绷得紧紧的。“口罩应该是居委会
发的嘛，为什么还要我们自己买？”

排队等久了，众人难免有些火气。
李依依耐着性子好言相劝，向大家
耐心解释口罩供不应求的现况，和
目前出台的预约规定。

不久，第二批的口罩开始预
约。不同的是，这次预约的方式
改到了线上。“没办法，我只能再
跟他们说一遍规定，无论是哪种
方式，我真的希望他们能预约上
口罩。”李依依由衷地告诉记者。

排查工作一开始，她还自制
了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记
录着她逐户排查归纳的信息资
料 ：“2019.6 离 开 不 住 ”、

“2019.5不住，人在湖北”……小
区里一共 1530 户，外地户籍人
员有 522 人，离沪人员有 341
人。这是她和居委会花了整整
一个礼拜，逐户确认下来的。哪
一户什么情况，她是这个小区最

清楚的人。
对李依依而言，排摸的工作

从表格开始，到表格结束。表格
上，不少人员都被她用铅笔打了
勾，代表已经排查完毕。“还有一
些目前联系不上，接下来还是要
继续上门排查。”

关上灯，锁上门，李依依便在
夜色中慢慢向小区外走去。她大
多数时间是乘公交车回家的。

Tips

8：30-10：00 进行实有人口登记

早晨工作，从一张表格开始

10：00-12：00 上门逐户排查

最难的是获取住户的信任

13：00-16：00 门口站岗测量体温

返沪高峰一天测了上百人

16：00-17：00 发放口罩预约单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预约上口罩

17：00-20：00 加班整理摸排表格

自制一份密密麻麻的排摸表

22：00-次日7：00 休息与调整

明天的我依然会出现在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