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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官”也能干“大事”
双流第三届“社区BBKing”圆满落幕

12 月 11 日下午，时隔 9 年，
成都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首次
对市民开放，活动方邀请了20组
市民家庭登上原成都市体育中
心的看台，一睹东华门遗址容
貌。

成都市体育中心位于天府
广场北侧，施工人员在2013年8
月的升级改造过程中发现了大
量的古城生活遗址，包括隋唐至
两宋的摩珂池遗址及明代蜀王
府宫城建筑遗址等，丰富的遗迹
覆盖了整个体育中心操场及场
馆外围。2014年，这处遗址被命
名为成都东华门遗址。

据“川观新闻”

东华门遗址公园首次向市民开放

近期，优化疫情防控

“新十条”出台。社区

工作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社区

将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务？四川

省民政厅回应了近期社区疫情

防控的热点问题。

记者：疫情防控“新十条”出台
后，社区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民政厅：社区作为新冠疫情防
控“两个阵地”之一，在抗击疫情三
年以来，不断优体系、补短板、提能
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遭遇战总体战
发挥了基础性、兜底性作用。尤其
是今年成立疫情风险人员社区排查
专班以来，全省共构建了三级专班
运转体系，形成了排查防控工作闭
环，推动21个市（州）全覆盖建设报
备系统，每日参加排查防控的各类
力量达到 30 万人左右，共排查了
1800多万的风险人员。

随着“新十条”的出台，社区工
作的重点由“稳势控局”向“深耕善
治”转变，应更加关注社区服务，更
加突出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力求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

务。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十条”的
出台，并不意味着社区防控彻底“躺
平”“躺赢”。应同步做好社区防控
工作，通过加强社区防控，搞好社区
服务，为把疫情“峰值”压低、“增势”
放缓作出社区贡献。

记者：疫情防控“新十条”出台
后，社区既要防控也要服务，社区需
要重点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务？

民政厅：社区应重点做好这几
项工作。

摸清底数。摸清独居老人、未
成年人、孕产妇、残疾人、行动不便
人员、血透患者、精神障碍患者、慢
性病患者等人员情况，建立台账，做
好必要的医疗服务保障。

协助就医。收到居家治疗人员
提出的协助安排外出就医需求后，
及时了解其主要病情，联系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指导急危重症患者做好
应急处置，并协助尽快闭环转运至
相关医院救治。推动建立社区与专
门医疗机构的对接机制。

生活保障。在卫健、疾控的指
导下，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订餐
送餐、物资配送、基本生活照料等服
务，为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提供在线
课业辅导和心理关怀，为生活不能

自理而暂时无人照顾的残疾人提供
必要的临时性安置及基本生活照料
服务。

心理援助。将心理热线主动告
知居家治疗人员，方便其寻求心理
支持、心理疏导帮助。对于发现的
心理或精神卫生问题较严重者，可
向本地（市、县）精神卫生医疗机构
报告，必要时予以转介。

矛盾化解。针对风险区划分、
居家隔离等引起的邻里纠纷等，组
织网格员、党员积极分子、物业人
员、居民骨干等，讲清政策、消除误
解、理顺情绪、促进和谐，共同维护
好守望相助、幸福和睦的邻里关系。

环境消杀。配合搞好重点区
域、重点部位消毒，对厢式电梯（楼
道）等重点区域和电梯按键、楼梯扶
手、单元门把手等人员频繁接触的
重点部位进行消毒；对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的居住场所，及时开展终
末消毒。核酸检测阳性者、密切接
触者产生的垃圾和工作人员使用过
的防护用品等，做到“日产日清”。

记者：适应新的政策调整，保障
好社区防控和社区服务需要，需要
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民政厅：应重点从几个方面着

力。
加强力量准备。重点准备四支

队伍，包括：衔接特殊人群就医和居
家隔离指导的医卫服务队伍，提供
生活物资保障、困难救助和关爱服
务的生活服务队伍，化解矛盾纠纷、
处理涉疫事件的平安服务队伍，清
运隔离人员垃圾、开展环境消杀的
环卫服务队伍。

建立工作机制。发挥街道大工
委、社区大党委作用，倡导构建“社
区呼叫、单位报到”机制，一旦发生
突发情况，驻社区的党政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组织干部、员工和“双报
到”党员，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区
防控和服务。创新“五社”联动机
制，继续引导社会组织、专业社工、
志愿者等参与社区防控和服务，提
高社区治理服务专业化、组织化水
平。

坚持科技赋能。利用社区报
备系统积累的居民数据，支持有
条件的社区探索构建完善党建、
政务、防疫、健康、自治、养老、平
安等智慧化场景，让社区防控更
有效率、服务更有温度、生活更有
品质。

据“封面新闻”

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社区怎么做？
省民政厅回应近期社区疫情防控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