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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蓝村街道广

大志愿者踊跃参与到社区村庄联防联

控的工作中来，用“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凝聚成一股磅

礴的战疫力量，为疫情防控筑起坚固

堡垒。

当好群众“守卫兵”

　　南泉新村是辖区的驻地村庄，本

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数众多，疫情出现

后，南泉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第一

时间扩充队伍力量，面向网格村庄招

募一批志愿“新兵”，经过简单培训指

导后快速上岗，入户宣传、人员摸排、

车辆管控、维护秩序……全面参与到

村庄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这支志愿队伍里既有年过六旬

的老人，也有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他们

全身心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前几轮核

酸户外检测遭遇到风雨交加的恶劣天

气，面对刺骨的寒风，他们毫无怨言，

有序地维护现场秩序。“尽管站了一

整天确实很累，但是为了能早日战胜

疫情，这点累微不足道，值了！”58岁

的志愿者王会芝说。

干好防疫“服务员”

　　王演庄新村积极开展“关爱老人”

活动，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上

门探访困难老人、宣传防疫知识、帮老

人洗衣服等，确保老人的日常生活和

健康需求等方面不受影响。同时，蓝

村街道精准对接服务需求，重点帮助

困难儿童解决网课学习期间遇到的实

际困难，保障儿童正常学习。蓝村街

道以网格为单位开展“你下单、我跑

腿”志愿服务，居家隔离人员通过微信

或电话联系片区志愿者，志愿者“接

单”后将居民所需的蔬菜、日用品、药

品等物品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通知

隔离居民开门取物，完成“志愿代办”

服务。

　　

打好抗疫“同心战”

　　面对新冠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志愿者时刻关注疫情，用爱心为抗

击疫情贡献力量。志愿者姜寿岱在

了解到辖区集中隔离点还有儿童被

隔离时，他便自己出资购置了少儿

读物和文具，并贴心地到周边甜品

店为孩子们买来精美的小蛋糕。在

前埠头网格，90后志愿者李启媛是一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停课

期间，她没有闲着，自掏腰包与幼儿

园其他老师一同为村里参与核酸检

测的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盒饭。“虽

然不能亲自参与到抗疫一线，但是

我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疫情一线

的工作人员尽点微薄之力，携手共

同抗击疫情。”李启媛说。 (徐宁)

　　“我们胜诉了！我可以正常办理

退休手续了，非常感谢您！”近日，二

审判决胜诉的迟某由衷地表达了对

区法律援助中心及承办律师的感激

之情。

　　迟某自2006年10底起到青岛某针

织有限公司从事质检工作。在岗期

间公司从未与迟某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导致迟

某已到退休年龄，却无法办理退休手

续。迟某多方沟通无效，无奈于2021

年7月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

但因超过仲裁时效而被驳回，遂向法

院起诉。迟某向区法律援助中心申

请法律援助，因其系农民工，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区法律援助中心当即指

派该中心经验丰富的董爱风律师

办理。

　　为便于劳动监察大队向迟某公

司追缴社会保险，办理退休手续，就

需要确认迟某自2006年11月至2019

年5月24日期间与该针织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此时，迟某手里的证据仅

有从银行打印的账户交易明细，而

且信息还不全面。为此，承办律师

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了详细的

银行账户信息。通过银行流水可认

定迟某入职公司的时间为2 0 0 6 年

11月。

　　案件经2021年9月13日、11月9日

两次开庭审理，迟某终于收到了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

维持一审判决，确认迟某与青岛某

针织有限公司自2006年11月至2019

年5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董爱风)

蓝村街道

志愿服务筑牢疫情防控墙

“无合同”农民工胜诉 退休生活终有保障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切实增强疫情防控的风险甄别和精细

化管控能力，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就

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公共场所开展扫码通

行推广应用工作通知。

  通知要求，各区(市)会同市公安局负责

属地扫码通行工作的组织实施，全面做好推

广应用的指导、培训、答疑等工作，切实做到

无死角、无盲区、无漏洞。在重点公共场所、

人员密集场所广泛张贴场所码，实现所有人

员扫码通行。

  市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全市

交通枢纽、医院、诊所、社区服务站、核酸检测

点、药店、学校、商超、酒店、室内旅游景点、文

化娱乐场所、公共交通运营车辆(公交车、地

铁、出租车、网约车)门店、快递等重点疫情防

控部位“场所码”的创建、张贴情况进行全面

督导检查，确保场所有码、进出扫码。

  对无智能手机或因信号不畅、系统缓慢

等原因导致无法正常扫码的特殊情况，仍保

留出示健康码且进行手工登记的措施。

公共场所扫码通行说明手册

什么是“场所码”

  “场所码”是疫情防控期间，人员进入

到各类重点场所扫描的专有二维码，是每

个重点场所生成的独有二维码。

个人如何扫码进入场所呢

  个人需打开微信或支付宝的扫一扫功

能，扫描需进入场所现场张贴的“场所码”，

扫码成功后，就会出现个人健康状态和场

所信息等结果，显示绿码并对管理人员出

示即可快速通行。

“场所码”有什么作用

  为进一步保障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场

所码”可精准掌握进出重点场所人员的流

动轨迹。一旦发现了风险人员，能迅速排

查，避免疫情扩散，在应急状态下，可以有

效精准追溯风险人员。

“场所码”和“健康码”需要同时亮码吗

  通过扫描“场所码”，可以对出入该场

所的所有人员进行信息的自动化登记，同

时也会显示出入该场所人员当时的“健康

码”状态，只需要扫一次“场所码”即可。

老人、小孩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扫码怎么办

  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及小孩，为了

疫情防控的需要，仍需要进行人工登记。

哪些公共场所需要扫描“场所码”

  医院、诊所、社区服务站、核酸检测点、

药店、学校、商超、酒店、室内旅游景点、文

化娱乐场所、公共交通运营车辆(公交车、地

铁、出租车、网约车)、场站码头、公园、门店、

快递等场所需要扫码。

场所管理者应该如何申领“场所码”

  第一步 打开“青岛一码通”微信或支

付宝小程序，点击首页“申领张贴码”图标；

效精准追溯风险人员。第二步 阅读使用

须知，点击“马上注册”；第三步 准确选择

“单位类型”、规范输入“单位名称”“场所地

址”等信息并提交后，等待公安机关审核通

过后，即可生成“场所码”；第四步 将“场所

码”打印后，张贴在卡口位置，供市民扫码核

验、快速通行。在使用时，场所管理人员需

核验扫码人的扫码结果，掌握其个人健康状

态。根据“红码禁止、黄码限制、绿码通行”

原则和场所相关管理规定，确定是否放行。

青岛发布关于在全市公共场所
开展扫码通行工作的通知

　　日前，段泊岚镇

商会举行向区慈善

总会捐款仪式，来自

基层25家企业累计

捐款50万元，物资价

值1万元，以实际行

动助力我区疫情防

控，展示基层商会慈

善力量。

(丁丽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