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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统领
“红细胞”联盟冲锋一线

1月21日，天马街道紧急召开疫

情防控专题党委会议及疫情防控工作

动员部署会，党建统领靠前指挥，全面

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街道指挥部办公室，一张涵盖

综合组、数据组、应急组和村社专班4

个工作组的战“疫”区划图，清晰直观

地呈现了各条线上战“疫”人员的职责

分工。14名班子成员点对点下沉村

社；6个“红细胞”联防联控临时党支部

应运而生；74个临时党小组深入各个

网格……正是这张巧借基层治理优势

搭建起的“党建治理大防控”体系，为

高效精准疫情防控工作织严了“组织

网”、压实了“责任网”。

“大姐，您这是从哪里回来呢？”2

月18日晚上10点多，天马街道文峰社

区党委副书记、主任江杰接到信息后，

第一时间赶到小区卡点将返乡人员徐

某拦截下来。当时，为躲避隔离，徐某

隐瞒行踪，慌称自己是从杭州下城区

返回的。细心的江杰在询问中留意

到，徐某身份证显示地址是杭州拱墅

区，这是黄码区，需要执行隔离。

疫情防控工作没有万无一失，只

有一失万无，守住社区“小门”是疫情

防控的关键。高度警觉的江杰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做了整整1个小时的思

想工作。最后徐某不仅同意接受隔

离，还心生敬佩，“我以为这么晚回来，

不会有人拦我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

赶来了。”在采集好信息、建好一户一

档、做好政策说明后，江杰这才返回社

区休息，此时已是凌晨2点。

“我是党员，一定要守住阵地、做

好表率，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江杰这名冲锋战“疫”一线的共产

党员的承诺。江杰自大年初二出门

后，就没有回过家。为疫情防控需要，

他主动请缨，整整32天吃住在单位，

困了打地铺、饿了吃泡面。

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

赢，是天马街道“红细胞”联盟的战

“疫”风采。

据了解，街道74个临时党小组集

结了 2000 余名党员志愿者组成的

“红细胞”联盟，开展包区清楼工作，累

计摸排1万多户，开展“一对一”居家

隔离服务1400多次，参与卡点执勤

3000多人次。

小网格兜底
双线作战筑牢“发展网”

社区网格是城市的基本单元，也

是防控疫情的最前线。

“这是一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的战争，只能赢不能输！”天

马街道定阳社区党委书记厉向军现在

回忆起全街道众志成城抗疫场景时，

仍记忆犹新，多少个披星戴月奔赴卡

点，苦口婆心劝诫集中隔离对象，闻

讯而动走访重点人员的情节历历

在目。

元宵节晚上10点多，厉向军接到

东河北街50号卡点负责人严秀英的

电话：2个外来人员翻墙进入管控小

区，已经被抓到了。

向厉军叫上网格员，火速赶到卡

点。眼前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脚上

还穿着拖鞋。在被质问为什么翻墙进

来时，两人支支吾吾，一会说来串门，

一会说住这里，行径可疑。于是向厉

军又联系了网格民警。经查，两小伙

都是江西人，租住在这个小区。抓实

抓细大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当晚，向厉军会同网格民警，一起前往

两小伙的租住房查看核实。没想到，

房里还有1男2女。从房间的布置和

现场搜集到的作业笔记，民警推定，这

是个传销窝点。

如果说一个网格就是战“疫”的一

个狙击点，那么，一个个网格连点成

片，自然就为疫情防控布下了“天罗地

网”。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整个天

马街道疫情防控的“思想网”是紧了

又紧。

据社区居民张老伯回忆，“当时，

随处可见宣传标语、宣传口诀，有方言

的、有文艺的。”定阳社区还对辖区内

多个老旧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根据

情况设置1至2个进出口，每天定岗开

展测温验码，控制外来人员和车辆

进入。

通过党建引领压实网格管理，全

街道共设置了86个卡点，50余名干部

下沉54个大网格108小网格，组团联

村、干部联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复工复产，双线作战，筑牢“发展

网”。

截至目前，街道共累计审批企业

复工备案180家，餐饮堂食恢复备案

182家。

“数据网”赋能
“扫码进村”方便快捷

数据是第一手资料。在疫情防

控中，掌握数据、用好数据，才能为

指挥调度、随访处置等工作提供

支撑。

天马街道根据省疫情防控系统和

常山县“五三七”系统实时反馈情况，

对数据对比有出入的人员反向纠察、

及时核查，一天一夜就将居民信息全

部摸排完成，实现基础数据线上线下

同步。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全街

道利用大数据累计排查出湖北（含武

汉）返乡人员140人，排查登记其他省

份返乡1442人。

大数据的高效整合，有效助力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方便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

在天马街道多个小区，“扫码进

村”成为了当地村（居）民出行的新方

式。打开常山慢城通，对着一村（社）

一个专属码，“嘀嗒”一扫便能快速辨

认否为本村（社）人员，非常方便快捷。

在它的带动下，街道各村社完成

常山慢城通实名认证16000多人，完

成率达87%。

“相比传统的人工识别，‘扫码进

村’精准又高效。”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大数据可以快速对比人员信息库进行

核查，避免了潜在的交叉感染风险，也

避免了人员身份信息造假，使基层智

治的基层治理现代化优势得到了充分

发挥。

天马街道巧借“大数据网”这个城

市管理“中枢神经系统”，进一步完善

信息指挥联动体系，实现快速反应、靶

向施策，久久为功抓好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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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天马街道：

筑起“党建+网格+数字”抗疫防线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朱剑峰 邱洁

辖区企业相继复工复产，各中小学校有序开学，餐饮商户陆续开

业，各条街巷道路逐渐恢复原本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在常山城区

内，百姓的生产生活“重启”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位于常山县主城区的天马街道紧急进入疫

情防控“战时”状态，打响了阻击战。

3个多月来，天马街道闻令而动、一盘棋推进，巧借基层治理优势建

立“党建治理大防控”体系，用好组织网、责任网、思想网、数据网、发展

网“五张网”，建机制、抓落实、严督察，步步为营、多点发力，筑起“党建+

网格+数字”基层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