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严格居住小区（村）封闭式管理

2.严格核实登记小区（村）来往人员、车辆

3.严格抵京人员登记

4.严格重点人群的管理服务

5.严格集中隔离

6.严格公共空间管理

7.严格管理出租房屋

8.强化基本生活保障

9.强化全民防护意识

10.强化示范带动

北京10条
小区封闭式管理

疫情防控通告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5月1日施
行）明确突发事件期间，物业
服务人依法落实应急预案以
及各项应急措施：

●《条例》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要求
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在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指导下积极配合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 依法落实应急预
案和各项应急措施。 指导物业服务人开
展相应级别的应对工作，并给予物资和
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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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之后，社区常住人口如何出入、出租房

怎么管理、返程人员应该接受哪些检查……对于

物业企业来说，难度远远超出封闭本身。

“所有进入社区的返京人员必须严格登记。安

保上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测，根据业主信息台账

逐一电话联系，对湖北籍业主以及曾经到过疫区

的业主信息汇总上交居委会。”封闭之后，孙忠会

和她的同事经过两轮统计发现数据显示，保利罗

兰香谷曾经离京家庭超过700户，涉及离京人员超

过2000人，这给社区防控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

“针对社区居住人员构成复杂、租户多、流动

大的特点，我们利用台账信息，要求外地返京的租

户必须通知业主来现场签署承诺书，保证租户未

去过重点地区方可入内。”孙忠会如此介绍。

海淀北部区域一个2017年建成的社区业主

李琴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们社区物业管理是

万科物业旗下的‘睿服务’，疫情前已经是周边社

区安保最严的社区。这次疫情封闭式管理后就更

严了，禁止一切外来访客和车辆，业主进出也需要

办理纸质或电子出入证”。

然而部分上了年纪的业主由于不能熟练使

用社区App，无法办理电子出入证，需要携带购

房合同办理出入证，不得不排队集中办理，不免有

些牢骚。而且原来社区共有西门、北门、南门3个门

进出，但现在实行封闭管理后，仅保留了西门进

出，其余大门则被封闭。除了很多业主需要绕远进

出不便外，高峰期的进出秩序混乱也让大家有些

焦虑。尤其是随着复工复产，外地业主也大都返

京，周六日及高峰时段进出社区等车辆和人员较

多，受登记和测温速度的影响，排队车辆、人员有

时候等待时间较长，一些业主与保安发生摩擦甚

至争吵情况也偶有发生。

为此，物业人员与社区志愿者们对值守人员

的分工进行了合理优化，人少的时候安排2-3人，

高峰时段则安排8人以上的人手上岗，有效提高

了严查的效率，保证业主进出秩序通畅。

对于无法使用电子通行证的老旧社区，传统

的纸质通行证成为了不二的选择。但一些业主和

租户使用伪造的出入证或者冒用他人出入证的

现象也屡见不鲜。

海丰家园的物业经理介绍，封闭初期，经过摸

底发现，小区共有71套房出租，且均为长租公寓

合租，一套房子三四个租户在居住，部分房源存在

N+1的情况，由于担心隔断间被拆除，中介、业主、

租户均不配合入户调查。

“我们社区本身有门禁卡，第一轮出入证我

们就以门禁卡为凭证，能开大门自然是社区的。”

但这招对于早已配了多张门禁卡的出租房来说，

属于形同虚设。为此，社区不得开始用纸质出入

证。“由于还没开工，每家给了两张，既保障居民基

本生活需求，也希望能够杜绝过密的流动带来的

防控风险。”然而一张白纸上面印着社区名字的出

入证很快在租户或者中介手里倒手，为了躲避检

查，轿车里躲人的情况屡有发生，为了更好地对社

区进行管理，社区不得不启用“带照片”的出入证。

事实上，不少社区为防止有人伪造、使用假出

入证，开始严控出入证的制作、发放。同时在登记、

办理的手续流程上，对办理人及房东、租房合同等

证件材料进行严格审核。一些社区采取不同颜色，不

同印刷工艺等多种“防伪”手段。还有的社区选择定时

更换社区出入证，把缺乏辨识度的出入证替换掉，并

对新发放的出入证详细做好人员住址、姓名标记。

胜古北里社区物业经理温建英说，真正意义

上的“封闭”不仅是物理上的封闭，还包括科学的

管理。为此，物业项目部积极与社区自管会、社

区、街道“牵手”多方联动，邀请社区自管会参与

阻击疫情工作，大家轮流值守，让小区管理实现了

24小时无死角。

物业及居民间的关系，由此前“对物的管理”

逐渐升级为“对人的服务”，成为现阶段公众乐于

见到的改变。另一方面，疫情之下的“众生相”也

被外界聚焦：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及租客

等不同身份的人，在社区这个社会单元之内的磨

合相处，彼此之间的关系似乎也逐渐被重塑。

租客吴蕊对于疫情发生以来所累积的恐慌

情绪，是在2月初得知自己所在社区有一名居民

确诊感染疫情后，达到了顶峰。2月6日，北京新增

23例确诊病例，吴蕊所在的安慧北里社区便有1例。

“社区有了确诊病例后，我反复回想自己有没

有下过楼，有没有可能和确诊病例间存在重合的

行动轨迹。起初几天特别慌，感觉疫情一下子离自

己这么近！”吴蕊说，“社区常用的有3个门，我刚回

京那阵，社区还没有太封闭化管控。1月30日开

始，就只开1个门了。社区发现确诊案例后，更是

开始严格要求居民持出入证进出”。2月初，居委

会开始挨家挨户登记居民信息，并按照在住人数

发放出入证。她回忆，当时自己和另外一名合租

舍友拿到了出入证，还有一名舍友尚在外地，就没

能申领或者代领。让吴蕊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最后

一名合租舍友的返京，她的居家隔离时间被重置，

需要配合社区进行“二次隔离”。

当时吴蕊的合租房门上被居委会贴上了一

则居家观察14天的“温馨提示”的同时，此前发放

的两张出入证也被收回。

“居家隔离的生活也有秩序，基本生活所需都

得到了满足。”吴蕊表示，居委会为他们推荐了受

社区认可、可上门配送的商超店面，隔离期间的生

活所需可以在手机端操作下单，等待店家配送，再

由社区人员放到家门口。“虽然自己一直以来没有

和社区或物业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通过门卫对

于出入大门的管控、日常消杀的公示来看，我们还

是受到保障的。”吴蕊说，社区楼道里弥漫着消毒

水的气味，虽然不好闻，却让作为确诊病例社区居

民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荣盛发展济南分公司物业经理李广海介绍，

自己所在聊城的阿尔卡迪亚社区，有一名业主在

1月30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得知消息后，他第一

时间对所有在岗及能及时返岗的员工进行了“紧

急动员”。从这一天起，社区的防控措施应声升

级。一方面，社区开始执行更加严格的封闭化管

理，业主日常出行都会登记并进行测温；社区之

内，所有楼栋严格执行每日两次的消毒频率，确

诊病例所涉及的单元楼整体封闭，消毒频次及力

度更为加强。

疫情之下业主的安全感从何而来？除了政府

的信息公开透明、及时救治、防疫有道之外，社区

内循环的防控同样重要。

李广海说，“物业方面通过App、业主群等多

种途径，第一时间告知业主确诊案例的行动轨迹，

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向业主群每日分享消杀细节，

让业主们能够实时掌握社区的防疫进展，疏解恐

惧情绪。患难见真情，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明显

感到业主们对我们更加亲近了”。

“缜密的封闭管理工作的确取得了成效，但也

有让大家捏了一把汗的事发生。”孙忠会回忆，据

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大数据信息显示，北京保利

罗兰香谷社区有两户返京家庭曾在武汉密切接

触过新冠患者，但两户业主均不配合出社区隔离。

要知道，一旦发生确诊病例，对一个居住了2、3万

人口的大型社区将意味着什么。于是社区立即上

报，并会同居委会反复劝说两户不愿意隔离的业

主，在他们的坚持下，两户业主终于乘坐救护车外

出到政府指定地点接受集中隔离。

当时120救护车接出两户业主后，在大家纷

纷业主群里猜测是有人感染了病毒，气氛立即紧

张起来。物业公司立即在群里发布真实信息，告知

业主并非确诊病例，仅是接受集中观察，并表示后

续情况将及时通知广大业主。及时遏制了谣言的

发散，让业主们的焦虑情绪快速平稳下来。

管理 不仅是物理的“封闭”还是科学的管理

支持 “楼道里的84味 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疫情下的大消费报告———物业公司成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