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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叮……”遂昌县柘岱

口乡际下村村民刘某的手机屏幕

上出现了“记得按时吃药哦”的字

样。这则暖心的提醒来自际下村

网格员张甫泉。疫情防控期间，他

专门为居家的精神病患设置了按

时服药的提醒铃声。

柘岱口乡际下村有3名精神病

患需长期服药。自村里严格执行

通行管控以来，如何解决患者的药

物，并提醒他们按时吃药成了一大

难题。疫情防控初期，张甫泉对每

户家庭都做了认真细致地走访调

查，将他们的需求写入笔记本，什

么时候需要补充药物、具体需要什

么药物都被详细记下。他为病患

设置闹铃提醒他们按时服药，并于

事后电话确认。

“疫情防控中，能为村民做点

事，为大家守平安，苦点累点不算

什么。”张甫泉说。仅仅12天，他的

巡查里程就超过20万米，经他排查

的人员信息表总是最准确、最全

面、最清晰。

在遂昌县西南部的南街村，王

立平从除夕夜开始，便早早投入到

防疫工作，认真按照街道办事处的

工作部署，对全村村民挨家挨户进

行宣传、摸排，做好登记。同时，他

还利用网格员“亲邻里，知民情”的

优势，发挥网格微信群的平台作

用，引导村民安心在家，防止群众

聚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此外，对于重点人员，王立平

做到管理到户、落实到人，入网入

格入家庭；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发

布健康提示和就医指南，有针对性

地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科学指

导村民正确认识和预防疾病，提高

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

毕根明、杨巧飞、张甫泉、王立

平只是遂昌千千万万个网格员奋

战防疫一线的缩影。正是他们的

负重前行，才守住遂昌一方平安，

百姓心满意足。张甫泉张贴抗疫宣传海报

网格员挨家挨户宣传防疫知识网格员为居民代购食品

遂昌县：

网格里守平安“遂”得繁荣“昌”盛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章海燕 徐超

在这次疫情中，遂昌是浙江省

内没有确诊病例的县市之一。这和

基层网格队伍防疫工作“动”得快、

“动”得好、“动”得齐有着密切关

系。在这场疫情大考中，遂昌的

网格队伍展现出属于自己的遂昌

风采。

“硬核”教育亲弟弟

对遂昌而言，网格是服务群众、攻坚

克难的法宝。2020年伊始，面对来势汹

汹的疫情，遂昌充分发挥“党建+网格化”

优势，以基层广大党员、网格员等为主体

开展网格化治理，进行地毯式排查，编织

出一张渗透到城市社区和农村的疫情防

控网。

迅速快捷的防疫举措离不开战前积

累。长久以来，遂昌以党建统领为核心，

规范提升全科网格建设，形成“1+2+N”

的全科网格模式。“1”即一名网格长，由

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担任；“2”是网格指

导员，由联系领导和驻村干部担任；“N”

是专职网格员和若干全科网格员，他们在

村、社区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形成合力，村、社区党建的各项工作和网

格工作互相融合，协调推进。

总面积2539平方公里、总人口23.1

万的遂昌，依据人口、面积、交通等要素，

科学合理划分网格。其中，实有人口

80—100户为区域单位划分网格，实有人

口50户以上的自然村单独设立网格，工

业园区、居民小区以及外出人口集中居住

地等特定区域视情设立网格。

作为“1+2+N”中的“N”因素，网格员

是否能够守原则、严把控，成为防疫能否

成功的关键。在遂昌北界镇白水村，网格

员毕根明做得很“硬核”。

“就是亲弟我也不认，该红脸也要红

脸！”原来，毕根明的弟弟由于跟武汉返乡

人员有过接触，需要接受居家隔离观察，

可弟弟并没有放在心上，依然无行我素。

听到消息的毕根明迅速赶到弟弟家中，二

话不说将居家隔离封条贴到了门上，隔着

窗户对弟弟劈头盖脸大声批评：“你看看

大家这么辛苦忙着防疫，你还出来溜达？”

透过玻璃，弟弟看到毕根明因繁重

的防疫工作而一脸憔悴、胡子拉碴的样

子，终于明白了哥哥的良苦用心。在解

除居家隔离后，他主动报名参与了卡口

值班工作。

遂昌三仁畲族乡坑口村总面积

12.9平方公里，白马山麓，绿水环

绕，村庄产业以笋竹、茶叶和杂交

稻、旅游业为主，依山傍水的生态环

境加上当地畲族文化特色，使得这

里在2018年跻身浙江省3A级景

区村。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的不

断提升，引来不少外来人口，复杂的

人员流动给疫情防控工作增添了难

度。按照工作安排，各个村要做到

“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不留死角”。

任务刚布置下来，坑口村坑口

网格网格员杨巧飞便“跑”了起来，

带着一本本子、一部工作手机，像灵

巧的兔子般奔波在所负责的网格

内，时时关注网格内各种动态。

身为专职网格员，又是该村会

计兼顾村内经济事务，大事小事经

济事，只要和老百姓有关，杨巧飞都

管。疫情发生后，她主动请缨参与

村内疫情防控工作，精准摸清返乡

人员180人，协助做好人员管控及

1000余人健康码申请工作，主动担

当网格“跑小二”，让疫情“隔门不隔

心，居家不隔爱”。

“太感谢你们了，给我们免费送

来这么多蔬菜，帮我们解决了一大

难题！”由重庆涪陵回坑口村过年的

邓先生感激地对杨巧飞说。疫情发

生后，邓先生一家便自觉在家进行

隔离观察。杨巧飞摸清网格外来人

员底数后，了解到邓先生一家前期

“屯粮不多”，就主动为他们提供免

费送菜服务。她拎起菜篮子到自家

菜地里，熟练收割各种蔬菜并挑拣

分类，再将“蔬菜套餐”放到邓先生

家门口，转身又投入卡口执勤工作。

在乡亲们口中，1982年出生的

杨巧飞既沉稳果敢又充满干劲，疫

情防控、卡口设置，事事做到精做到

实；居家隔离，上门走访，件件做到

柔做到细。这位通过自己勤走访、

重服务，不断织密基层社会治理网

的网格员，今年被评为丽水市疫情

防控工作优秀网格员。

像兔子般在网格中奔走

杨巧飞积极开展防疫宣传

12天20万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