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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治
构筑战“疫”防线

“大妈，下次有什么要帮忙的直接

喊我。”“大哥，家里最近有没有从外地

来的亲戚啊？”……疫情发生以来，梧

桐街道梧桐义工黄伟萍就穿着红色小

马甲加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在梧桐

街道，有1800多名像黄伟萍一样的梧

桐义工投身防控一线。

“我是退役军人，想参与爱心运输

防疫物资。这时就应该我们党员先

上！”这是濮院镇新东村一名退役军人

党员的铮铮誓言。在濮院，还有2100

多名党员干部、600 多名网格员、

10000多名平安志愿者也发出同样的

呼声。在乌镇，3724名“乌镇管家”从

大年三十起就秒入战时状态，主动参

与走访摸排，乌镇各村（社区）、各部

门、驻镇站所全体工作人员也都投入

到疫情防控中……

疫情防控期间，桐乡市广大基层

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冲锋在前，默默

承担起繁重的任务。特别是网格员，

他们挨家挨户上门发放资料，苦口婆

心宣传防疫知识……他们的奉献看似

微小，却凝聚起不可替代的强大力量。

从1月23日起，屠甸镇万星村第

三网格专职网格员沈佳靖主动请缨，

冲在前线。白天，他一家家上门排查、

宣传，为居家隔离人员采购送物；晚

上，他经常在办公室值班，以便及时应

对突发事情。这是沈佳靖忙碌的一

天，也是绝大多数网格员的一天。

虽然寒风阵阵，又值班了一整夜，

但梧桐街道逾桥村的防疫工作人员心

里却暖暖的。原来，一大早，兴安城区

兼职网格员张小斌为他们送来了热腾

腾的早餐。“很多一线人员泡面都吃了

好几天，我会做早饭，能帮一点是一

点。”张小斌经营着一家早餐店，原本

打算春节打烊回家。疫情发生后，身

为党员又是兼职网格员的他主动参加

了村里的防控工作。

危难时刻，方显担当。截至目前，

全市1600名专（兼）职网格员累计开

展排查4383900余人次，为居家隔离

人员提供服务20000余次。

“三治融合”
助力疫情防控

“早发现，早上报；勤洗手，戴口

罩。”在高桥街道，一份36字的“抗疫

公约”得到居民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

签字并郑重按上手印。

这份公约让高桥居民人人知晓疫

情防控期间何可为、何不可为，出门戴口

罩、尽量不出门成了居民的行为自觉。

不止在高桥，作为“三治融合”发源地，桐

乡各地依托“一约两会三团”机制优势，

注重统筹社会力量、激发群众作为等，推

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

“‘乡贤贷’解决了购买原材料资

金短缺问题，每年还能节省不少利息

支出，这让我们对加快复工复产、推进

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了。”浙江华锋丝

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石门镇乡贤

顾坤龙激动地说。不久前，作为乡贤

企业的该公司获得了500万元的“乡

贤贷”用于复工复产，“这笔贷款就像

是雪中送炭。”

华锋丝业是嘉兴市农业农头企

业。受疫情影响，企业在2月中旬复

工后，出现了应收款回笼慢、购买原材

料资金短缺的问题。得知情况，桐乡

农商银行石门支行按照“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原则，开辟疫情防控贷款“绿

色通道”，于企业申请贷款当天向企业

新增授信，并发放乡贤复工复产贷款

500万元，享受贷款利息优惠，有效保

证企业快速复产。

依托“三治融合”，今年2月，桐乡

市委统战部和桐乡农商银行联合推出

“乡贤复工复产”专项贷款，设置20亿

元专项信贷资金，提供优惠利率信用贷

款。经过石门镇政府与农商银行石门

支行对辖区内乡贤名单进行快速梳理，

逐户开展走访排摸，开展精准服务。截

至目前，累计排摸乡贤企业103户，受

理有资金缺口明确需求 17 户共计

4950万元，存在资金压力潜在需求36

户，已发放贷款7户2950万元。

作为桐乡“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疫情防控期间，

乡贤们纷纷站了出来：凤鸣街道环南

村乡贤蔡国明第一时间以公司的名义

向武汉捐款90万元，回到家乡后又以

个人名义向桐乡红十字会捐款30万

元和医用口罩2万个；屠甸镇联星村

乡贤参事会会长张元锋得知村里人手

不足，第一时间提供人力、物力支援，

带领10余名公司志愿者组成突击队，

一天之内完成联星村40余个路口的

封闭施工。

科技赋能
智能化加持战“疫”

“您好，请下载‘桐行通’APP，获

取安全码。”回桐复工的许师傅担心

企业和租住的小区不会让外来务工人

员进入，结果“桐行通”APP消除了他

的担忧。通过“桐行通”，他手指点点，

在小程序里填写健康数据和相关资

料，立马就得到一个桐行码和标着居

住地址的桐健码。通过桐行码，许师

傅可以顺利从外地进入桐乡；通过桐

健码，工作人员可以快速核对，方便许

师傅出入企业、小区等市内场所。

“我们将不断扩大‘桐行通’覆盖

面，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服务性、实用

性，将‘桐行通’从单纯的疫情防控程

序变为集成管理服务平台。”桐乡市公

安局政治处主任沈建良说。

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

地，近年来，桐乡充分运用互联网红

利，“数字桐乡”建设成效凸显，特别是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一系列智慧化手

段充分渗透到复工复产、新居民管理

等方方面面。

2月21日是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全

面复市的日子，20个市场交易区重启线

下交易。23日上午，濮院时尚中心一楼

入口，市场商户王先生走过智能热感测

温仪，仪器屏幕立即显示体温36.5℃，拿

出手机扫描健康码确认，进入市场。

濮院镇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

中心，为确保“安全可控、有序复市”，

濮院构筑了一张“线上+线下”的疫情

立体防控智慧网。在濮院羊毛衫市场

管委会数据统计组办公室，信息指挥

大屏上显示着每个市场交易区的防控

卡点实时画面，轻触屏幕即可放大其

中一个卡点的图像。“我们配备了智能

热感测温仪，实现入市场人员红外传

感‘1秒监测体温’全覆盖。此外，还组

织30余名网格员对沿街1000多户商

户进行常态化、动态化信息摸排采

集。”市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通过

智慧防护，提高了准确性，也加快了人

员流动速度。

如今，疫情立体防控智慧网已在

濮院城乡全面构筑。为有效管理和服

务大量返桐新居民，濮院永乐村充分

发挥综治指挥中心作用，用数据平台

“看好门”“守牢门”。30名网格员在

线下对居民和1000多户商户进行常

态化、动态化信息排摸和采集，使重点

人群动态信息实时可见。

返桐人员向民警出示桐行码

广泛宣传平安建设

梧桐街道“信访超市”

“平安桐乡日”

桐乡市：

巧用“三治”法宝 加强科技赋能
本报记者 李洁

2020年，面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战大考，桐乡市充分运用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积累的经验做法，主

动出击、化危为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政法综治力量一呼百应，广大干群凝心

聚力，共同为疫情下的春天增添了一抹桐乡政法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