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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晨 王佳骏 李毅恒

疫情期间，无论是在杭州还是上虞，那些封闭管

控的小区里，物业工作者也成为防疫的主力军之一，

每天奋战在一线。

辛苦抗疫的背后，还能看到他们的专业。经历

过自去年以来的疫情防控历练，各大品牌物业公司

都准备好了防疫应急预案，在物业人员的培训中，疫

情防控也成为重要一环。

防疫工作成为杭州物业行业重要培训内容，这次打了一场有准备的仗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被纳入物业考评

每天有10000多件物品
配送到业主手里

12 月 7 日，对龙湖物业的韩佳平和他的团队而

言，是个特别的日子。“我收到公司通知，连夜被调配

到春江天玺，并紧急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作为负

责人，韩佳平带领团队开始连轴转的防疫工作。

“整个小区几乎是瞬间被管控，我们配合街道社

区，第一时间铺设核酸检测点位，积极配合萧山的防

疫人员进行秩序维护，连夜检测。”韩佳平介绍，从春

江天玺一期被封闭后到现在，小区3000余人一共配

合接受了 4 轮核酸检测，整体有序平稳，“这也多亏

了公司当天立马增派的20多人的抗疫队伍，就算是

这样，每个人都是连轴转。”

当天发现确诊病例后，龙湖智慧服务根据防疫

需求，立即组织物业人员对各个单元楼、区域内公共

用地、公共设施等各个场所开展了标准消杀工作。

疫情期间，最大的难题就是物资保障问题。“我

们在大门外增设了临时的货架，用来摆放快递和外

卖，然后由物业人员进行分拣，最终配送到每幢楼下

的临时货架。除了常备防疫物资外，公司还连夜给

我们增配了平板车、小推车，包括体温计、口罩等一

些防护用品。”韩佳平说，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相应

的配送要求和频次也增加了。

据韩佳平介绍，小区封闭前三天，每天有10000

多件物品需要配送到业主手里。“我们基层物业人员

一天平均在岗工作 16 小时左右，管理层则要求更

高，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超过18小时。晚上太困了

就直接睡在办公室。为了保证业主能及时用餐，物

业人员往往第一时间配送，全部本着完毕后才能吃

上饭，有时候只能用泡面来对付。”

韩佳平说，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疫情早点消

退，小区解封，大家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一刻不得闲
有的物业人员一天只睡3小时

同样是在 12 月 7 日，嵊州人民医院的物业经理

朱章鹏在得知上虞的疫情消息后，第一时间给妻子

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准备增援上虞。

上虞疫情较重，扩散又快，被封闭的龙山玫瑰园

小区在绿城物业增援人员赶到前，部分工作人员甚

至每天睡不足3小时。

朱章鹏的决定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做好了打

持久战的准备，可能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回不了家，但

妻子和孩子都说能理解，谁让我从事这个职业呢。”

绿城服务要求管辖小区内保证食物供应充足。

除了协助全员核酸检测，对楼道、电梯、核酸检测点、

单元楼等进行消杀外，居家隔离的垃圾会统一收集，

送到指定的垃圾桶，坚决不能混放。

针对业主买药的需求，绿城服务会组织工作人

员收集买药信息。当天统计好，次日由拥有通行证

的人员外出买药，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穿梭在各个楼栋之间，朱章鹏一刻都不得闲，甚

至还要承担起不在家业主的宠物喂食工作。其中有

一户家庭，父母在上海无法回上虞，孩子在学校停课

后居家隔离。“因为没有手机，我们给孩子提供了一台

对讲机便于联系。每天将员工食堂的饭菜送上门，并

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的情况。”朱章鹏说，希望他们一

家能早点团聚，在这之前，我们物业会好好照顾孩子。

物业工作者奋战在第一线
防疫应急预案被纳入评优项

“物业工作者是和医护人员、街道社区等工作人

员一起，冲在小区抗疫第一线的人。”杭州市物业管

理协会秘书处史丽娜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物业工作者必须冲在小区抗疫第一线，已经成为整

个行业的共识。在她看来，经过去年的抗疫，在最近

的这波疫情中，杭州物业工作者的应对更加积极。

对已经封闭管控的小区，物业人员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配合医护人员一起组织核酸检测、维护现场

秩序以及信息录入等工作。对于涉及“居家隔离”的业

主，物业团队采取“一对一”的服务方式，由专人对居

家隔离户周围进行消毒，定时为居家隔离户收运生

活垃圾，配送生活物资。同时，物业客服拨打爱心电话，

询问居家隔离户需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并做好记录。

史丽娜认为，这一次物业防疫工作能有序进行，

是因为平时准备充分，“过去一年多，疫情防控工作都

会作为物业行业的培训内容，要打一场有准备的仗。”

杭州市物业协会要求各个项目物业按照《物业管

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操作指引（试

行）》等规定，做好相应的人员培训和应急预案准备

工作。此外，疫情防控的应急预案被纳入杭州市物

业管理优秀住宅类、非住宅类项目的考评项中。

疫情中，奋战在一线的物业工作者

本报讯 今年新修订的《杭州市物业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里，物业

管理委员会作为一项创新制度引人关注。

近日，位于上城区湖滨街道的未央村、向阳

新村在杭州老旧小区中率先试点建立了物

业管理委员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目前，杭州所有住宅小区中，已经成立

业委会的小区占比还不到一半。杭州市住

保房管局物业监管处处长张帆介绍：“目前

杭州共有住宅小区4000多个，但其中成立

业委会的小区只有约1500个。”

小区未能成立业委会的原因，有些是

因为老旧小区的居民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和习惯，有些是小区交付后因各种原因未

能成立业主大会从而未能产生业委会，有

的是因为小区业委会成员集体辞职、工作

“瘫痪”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物业管理委员会应运

而生。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具备条件的

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

委会或指导换届选举业委会。张帆说：“物

业管理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一方

面承担了目前小区首次业主大会筹备组、

小区业委会换届工作组的职责，另一方面

也在小区无法正常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

业委会的情况下，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组织

业主开展自我管理。一旦业委会顺利产生

后即可解散。通常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任期

不超过两年，到期后也可以重新组建。”

湖滨街道作为老城区，全域以开放式

老旧小区为主，老旧小区多而散，而杭州

市住保房管局跟湖滨街道是党建共建单

位，因此以未央村、向阳新村为试点，在杭

州率先按照新《条例》、新政策启动了老旧

小区物业管理改革，探索成立物业管理委

员会。

以往，老旧小区因为规模小、户数少、

基础设施薄弱、管理条件差等原因，物业公

司都不太愿意接手进驻，小区的物业管理

服务水平往往难以提升。未央村和向阳新

村之前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未央村仅两

幢房子，向阳新村也仅有三幢房子，规模都

很“迷你”。

为了突破这个难题，在上城区住建

局指导下，湖滨街道结合二次供水、老旧

小区改造、城市有机更新等工作，打开两

个小区间的围墙，扩大可利用空间，化零

为整，实现区域整合——将未央村、向阳

新村两个小区合二为一，确定为一个物业

管理区域。这不但腾出了可利用空间，用

于提升改善基础设施，而且规模扩大后可

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更有效

地提供优质服务。这些都为后期实施物

业管理改革奠定了基础条件。

11 月 18 日，未央村、向阳新村正式成

立物业管理委员会。接下来，未央村、向阳

新村将会率先搭建起物管委、社区、物业协

同治理规范化平台，定期召开议事协商例

会，进一步倾听业主需求，快速整治业主最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着力提升物业公司

管理服务水平。同时，还将引入社会公益

组织，面向小区老年人提供理发、送餐、量

血压等居家养老定点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徐叔竞

杭州老旧小区成立物管委
代行“业委会”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