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机场入境人员转运

    本报讯 （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刘

琦）除夕，在上海浦东新高苑里奔波数
日的浦东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社区民

警白波早早赶到居委会开始一天的工
作，小区封闭管控以来，他作为社区民

警主动入驻负责内部协调工作，原本
住在小区里的 4名民警和 3名辅警也

主动参与到日常工作中，他们 8人成

立了一支抗疫先锋队。
过年前，镇政府就已将福字、灯

笼、中国结等装饰物送入小区，大门外
各种生鲜快递络绎不绝。忙中出错在

所难免，“警情”也随之而来。“民警同
志，帮帮忙！”抗疫先锋队还沉浸在小

区里的年味中，居民王先生就找了过

来，原来他的快递丢了。说是快递也不

准确，其实是家人特地给他送来的一
大包食材、调味品不翼而飞了。

顾冬勇是抗疫先锋队的一员，也是
高桥派出所民警。刑警出身的他一听来

了“案子”兴奋起来，立即调阅了快递点
的公共视频，找到了拿错“快递”的小

陈。“我就说东西好像不太对。”这边小
陈回到家打开一看也是一脸懵，自己拿

的明明是单位发来的慰问品，现在袋子
里的东西怎么看都不像。好在顾冬勇及

时上门解释，误会才得以澄清。

这边忙着“破案”，那边抗疫先锋
队里来自江镇派出所的丁桂鹏却惦记

起了别人家的“喵星人”。封闭管控的
头几天，居委书记突然找白波帮忙。由

于封闭管控来得紧急，小区里有一户
养猫的人家没能及时回来，独自在家

的“喵星人”可要挨饿了，恰巧他们的

备用钥匙有存放在小区里。
白波没养过猫，甚至有些怕猫，丁

桂鹏听说了这件事自告奋勇要陪着他

一起喂猫。“喵……”第一次的时候，两

人刚进门，就受到了“喵星人”的热烈
欢迎，只见房内已经被“留守”的“喵星

人”翻得一塌糊涂，装猫粮的食盆和水
盆早被舔得锃亮。两人赶忙给它们续

上?粮，换上新猫砂，看到陌生人来
访，“喵星人”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凑

上前去“狼吞虎咽”，于是丁桂鹏就顺

理成章地接过了“铲屎官”的任务。
17时许，白波早早地把抗疫先锋

队的其他队员“赶”回家，他自己还有

别的任务。新高苑和别的小区不同，老

年人有 800多人，其中 90岁以上的老
人就有 23人。镇政府预备好了新年礼

品，白波陪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 82岁
的陆老人家中。

19时 30分，居民们大多用餐完
毕，此刻白波和工作人员才总算安下

心来享用镇政府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年夜饭”，抗疫先锋队的队员们也各
自回家陪伴家人。守着窗外万家灯火，

这就是人民警察的幸福。

快递被“偷”火速破案 小猫饿了有人送粮

各种“投喂”直送小区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新高苑一期，

只见和许多小区一样，大门?大红灯

笼挂起来、家家户户春联贴起来，许多

志愿者正忙着将八方送来的物资“投
喂”进小区。

记者在小区门?看到，一群身着
志愿者服装的阿姨正送来大包小包的

食品。原来，她们来自杨园社区的 4个
居民区。欣连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黄

鹰告诉记者，“得知新高苑一期被列入

中风险地区后，我们小区很多人都想
来当志愿者。但是志愿者报名已经满

了，只好作罢。”但热心的他们并没有
放弃，还是希望帮邻居们做点什么。

大家商量下来，决定为新高苑里
的 160 多名工作人员和 50 多名独

居、高龄老人亲手包汤圆，每份 8个，
总共包了 1600 多个，分为枣泥、豆

沙、荠菜肉 3种?味。从 2月 10日一
大早，来自杨园社区的 20多名热心

志愿者就开始忙碌起来，到市场采购

水糯米、红枣等，和面用的是新鲜熬
出来的米汤，枣泥馅也是自制的，健

康又美味。
除夕这天，社区志愿者们将包好

的汤圆打包分两批送来，中午一批给

工作人员，煮好后送来，热气腾腾；下

午，则将汤圆用粉裹好装盒，方便老人
随时煮着吃。

老人邀物业住家里
小区封闭了，不但从小区外“投

喂”的爱心不断，小区里居民们也敞开

心扉，关系更加融洽。
“我叫张献青，奉献青春的意思。

本来这个月底我就要退休了，原以为
年底没什么事情，做好交接就可以结

束了。谁知，因为疫情，我从 4 日开

始，就没回过家，连轴转了好几天，就
是为了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张

献青是一名物业经理，自从 2009年
起开始接管新高苑一期小区。相处的

时间久了，她和许多业主都十分有感
情。这些天，张献青在小区里忙得连

轴转，常常一早出门，凌晨 1、2 时才
回来。82岁的王月新阿婆看到张献青

疲惫的身影，十分心疼，就邀请她住
到自己家中。

“4日我们接到通知，所有物业工
作人员要立即返回岗位，在小区实施

封闭管理期间，不能回家，全力保障
居民的生活。”张献青告诉记者，第一

天她忙到很晚才结束，就在办公室里
打地铺休息。王阿婆知道这个情况

后，特意找到她说，“小张，你们要吃

住在小区了，我家正好空着一间房，
你和同事一起来住吧，阿姨平时还能

照顾你们。”
为了让张献青和同事安心住下，

王阿婆拿出全新的床褥铺好，还索性
把自家的钥匙交给张献青，让她可以

随进随出。有时候张献青中午回来休

息一会儿，阿婆会烧一壶热水，让她泡
泡脚，缓解连日来的疲惫。“我特别感

动，阿婆对我就像对女儿一样。我前两
天回来，实在太累了，衣服还没来得及

洗，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早上一看，阿
婆已经帮我洗好晾在阳台上了。除夕

当天，王阿婆还叮嘱我，晚上早点回
来，大家一起吃年夜饭。”谈到阿婆为

她做的一切，张献青的眼眶发红，几乎
落泪，“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新婚夫妇留沪过年
记者了解到，新高苑一期封闭后，

为了守护封闭小区的居民，高东镇政

府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志愿者主动
请缨，马上组成近 120人的强大“后援

团”，“逆行”进入小区。如今，越来越多
小区居民主动报名当志愿者，志愿者

队伍已经壮大到近 200人。

“爸妈，新年快乐！今年我和青波

不能回去过年，不用担心我们，居委送

来了好多物资，我俩今天在家包饺子
呢，晚上准备烧一顿大餐吃！”走进志

愿者夫妻赵忠彦和翟青波的家，一股
浓郁的韭菜鸡蛋馅的香味飘满房间，

十分诱人。赵忠彦正拿着手机和远在
老家的父母视频，一边聊着天，一边向

他们展示自己刚刚包好的饺子。他的

太太翟青波在一旁擀饺子皮，手上沾
满了面粉。

今年 34岁的赵忠彦是吉林人，在
上海打拼十余年，结识了来自河北的

翟青波。这对刚新婚不久的小夫妻，原
本打算过年回东北看望父母，因为疫

情打乱了计划。“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上
海过年。原本想回吉林，吉林疫情比较

严重，我们就把机票退了，准备回河
北。谁知河北疫情也挺严重，只好把票

又退了，想着留在上海过年，春节期间
可以去外滩、豫园逛一逛。没想到，我

们小区又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实行封
闭管理。我俩刚刚还在感慨，这一年挺

不容易的，晚上要好好做一顿大餐，迎
接新一年的到来，希望 2021年顺顺利

利。”没法出小区，赵忠彦就和翟青波
留在出租屋里为年夜饭做准备。夫妻

俩把房间装饰得年味十足，贴满了各
式红色装饰品。“过年嘛！就是要红红

火火，开开心心。只要有爱，哪里都是

家。”

云上过年也很“闹猛”

小区虽然封闭了，但年味却不能
少。为了丰富居民的宅家生活，高东镇

为新高苑一期居民量身定制了“宅家
战疫迎新春”线上活动，让居民足不出

户也能过上欢乐年。其中，昨天开始的
“宅家战疫迎新春———晒年景”，为新

高苑一期居民提供了互相展示比拼厨

艺、晒年夜饭、晒春联等活动平台。
记者看到，许多家庭都“晒”出了

自己的年景和感受。“隔离不隔爱，在
外的家人送来的年夜饭太温暖，社区

工作者太辛苦，向你们致敬！”“婚后第
一次没有回老家团聚，在上海原地过

年，我们都是‘原年人’。庆幸自己并不
是一个人，有家人的陪伴。新年快乐！”

还有人将自制的咖啡拉花晒出来，配
上当时的心情：“品尝生活的甜蜜。”还

有人“晒”出小萌娃坐拥“满汉全席”、
霸气十足的照片，让人忍俊不禁。

在万家灯火中，零点的钟声敲响。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更是一家

人！”志愿者们举杯欢庆，迎接牛气冲
天的新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杨欢

除夕夜，万家团圆的日子。
1400 多户新高苑一期的居民度过

了一个终生难忘的特殊大年夜。虽然封

闭管控，但小区里的年味一点儿不
少。社区志愿者、物业、社区民警等一
群爱心人士在行动，守护居民吃上了

安心的年夜饭。
在外防输入第一线，有一

群人在坚守国门。浦东国际机

场里，身上贴着“福”字和新年愿望贴
纸的“大白”用贴心而专业的服务，让
疲惫的旅客感受到了上海的温暖。

在更多地方，无数“守沪者”暂
别家人，只为让这座城市更安宁、更
有序。

值守除夕夜，唱起《想家的时候》

特殊大年夜 守岁保平安

年味没有少，人情味更浓了

    除夕夜，万家团圆。然而在外防

输入第一线，仍然有一群人在坚守
国门。昨晚，记者来到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长宁区入境人员转运点，和
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度过了一个难

忘的夜晚。
“我以为你们过年都会打扮一

下，结果就我一个人花里胡哨的。”

29岁的工作人员刘晴和大家开玩笑
说。刘晴会英语、意大利语和日语，

白色防护服前面贴着“福”字和许多
新年愿望贴纸，如“人见人爱”“诸事

顺利”“逢考必过”等，还写有“瘦瘦
瘦”“如意”等字样，在“大白”人群中

一眼就能被认出。

旅客写福贺新春
20：45，刘晴刚做完 9位旅客的

登记、测温工作，旅客们安静地坐在

一排，他们来自 2个国际航班，选择
到长宁点位进行转运。

记者看到，点位左右两边的“长
宁区”标识易拉宝上，各挂了一个大

大的中国结。工作区和旅客区间的

隔离带上，挂着多幅字迹不一的
“福”字，格外显眼。隔离带中部，挂

着一副对联“全年顺景家兴旺，四季
平安福满堂”和一个横批“五福临

门”。隔离带靠旅客区一边，有两张
工作台，左边工作台上放着毛笔、墨

水、写福字的方形红纸和小牛公仔，
红纸上有淡淡的“福”字供描摹。右

边工作台上放着免费的矿泉水和小
点心。

不一会，旁边点位上等待转运

的日本人新井田朗子走了过来，询

问能否参加这个活动。被告知可以
时，她拿起毛笔，蘸了蘸墨水，一笔

一画认真地写下了一个“福”字。写
完后请求带走自己的作品获得了同

意，还被赠送一只小牛公仔，让刘晴
给她拍照留念。她告诉记者，参加这

个活动很开心，她在上海开公司，正

好趁员工和客户放假，回来隔离 14

天后，就正常上班了。

看到新井田朗子写完，在一旁
观看的山?先生也提笔写了起来，

一笔一画都特别专业，一问得知，他
小学时就练习过书法，一直对中国

文化很感兴趣，这次来中国是工作
的。和他一起同行的同事，也尝试写

了一个，写完后都获赠了小礼物。
没多久，新井田朗子拿着她写

的福字又过来了。原来，字迹一直不
干透，她不知道怎么办。工作人员徐

培芝就用两张面纸巾盖在字上把墨
吸干。

长宁区第 17批机场防疫志愿者
副总协调侯建明是这个小活动的设

计者，他告诉记者，之所以是写“福”
而不是简单地送“福”，是为了让旅客

感受到春节的喜庆氛围，体验一种年
味，舒缓他们由于长途旅行带来的消

极情绪，带给他们温馨的感觉，也是
拉近人与人之间感情的距离，便于工

作人员更好地做沟通工作。

赠救生毯送温暖
21：10，从美国坐了 16个小时

飞机回国的陶先生有点焦虑，他询

问工作人员何振超还需要在这边等

待多长时间，当被告知可能还要再
等 2小时时，表现出一些不理解。何

振超就耐心解释，一方面，长宁区离
浦东机场较远，天又下雨，大巴下客

后还要消杀，来回需要 3个多小时。
另外，大巴发车时间需要和 T1航站

楼的客人一起统一安排。陶先生听

后表示了理解，“工作人员好辛苦，
特别不容易，我们要互相理解吧！”

作为这批志愿者的第三小组组
长，何振超说：“和旅客之间的交流

也是一种互相理解的过程，他们不
了解我们的工作流程，我们要设身

处地地做好沟通，不断优化工作流
程，把防疫工作做好。”

22：00，山?先生的同事拿出了
自己带的暖宝宝贴在了脚上。刘晴看

到后，给他送上了救生毯，他打开这
个像锡纸一样的简易保暖毯盖了在

身上，脸上露出了笑容。不一会儿，刘
晴看到陶先生站起来跺了两下脚，上

前询问冷的话是否需要救生毯，陶先

生点了点头，也领到了一个。同时，旅
客们都开始吃起了东西。

22：12，长宁区出入境民警钱佳
祺和春秋集团驻机场志愿者田英凯

从车辆转运群得知，23分钟后，调度
车辆将到达。这个好消息让大家都

提起了精神。
22：40，在钱佳祺和田英凯的陪

同下，9位旅客走专门通道来到地下
车库，转运大巴已经等待这批新客

人了……

本报记者 屠瑜

写个“福”字，
落地上海有温度

机场入境
    “今年关里准备的年夜饭可丰盛了，有各种熟菜、现下的饺

子、蛋糕，还有各色点心零食。”说起今年的年夜饭，浦东国际机
场海关 35岁的值机处关员陈旭非常满足，“最赞的是一人还有

一个自嗨锅呢，哈哈！”
连续两年除夕在机场值班，陈旭十分想念家中的妻子和才

6岁的儿子。但是，“身边是战友，身后是祖国”，这句话诠释了
每个海关关员的责任与担当。

记者了解到，这个除夕，本市入境货机在 150架左右，加上

入境客机，全天入境共约 160架，与平时持平。货机的值机登临检
疫时间相对较短些，客机就要长一些，一般一个航次需 2-4位关

员登临检疫。“今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按照安全守则，登临关
员不能打伞，还好防护服是防水的，最近也不是很冷。”陈旭说。

昨天 7时多就起床，8时多开车到达浦东国际机场，从 9

时开始到第二天 9时连续 24小时的值机工作。作为一级主办

关员，他先对包括来机场支援的 20多位值班关员作好调度安
排，既满足航班登临检疫时间，又要保证好大家的休息时间。之

后，对防疫物资进行登记、整理和清点。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大
家才开始正式进入登临值机工作。

隔离帽、N95?罩、防护服、鞋套、两层手套、护目镜、反穿
衣、面屏……对于全套的最高等级防护装备的繁复穿戴顺序，

陈旭早已烂熟于心。但即便熟练，每次全套穿或脱，还是需要十
多分钟。再加上他还是安全防护监督员，不仅需要示范表率，还

要负责防护服穿脱的到位提醒、洗消以及医废打包工作。
陈旭告诉记者，去年除夕正是疫情初起严重之时，关员们

个个严阵以待，没日没夜地守候在国门，连防护服都经常没时
间脱。“去年的年夜饭？都没印象了！当时大家根本没心情吃饭，

应该就是跟平时一样轮流吃个盒饭吧。”
陈旭的新年心愿是，疫情能早日好转，明年除夕能回江苏

连云港老家过年，阖家团聚，共进年夜饭。 本报记者 郭剑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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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

很甜蜜，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2月 11日傍晚，
浦东机场大众空港宾馆内传出了男声独唱《想家的

时候》，歌声铿锵有力，饱含感情。记者顺着歌声的方
向寻去，一位中年男子正站在酒店 2楼走廊边，拿着

一个声卡麦克风，看着手机上的歌词大声歌唱。许多
客人被他的歌声吸引，走出房门为他拍手点赞。一首

完毕，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为他送上了一块蛋糕。记

者了解到，这个宾馆居住了很多机场防疫志愿者。
男子名叫戴延江，他告诉记者，他是大众公司

的大巴司机，50岁了，现在在浦东机场开转运大巴，
负责运送徐汇区的旅客去隔离酒店。妻子和两个孩

子都在安徽老家。从去年 6月 9日到现在，他一天
都没有休息过，大半年没有回家看过妻儿了。为了

抗疫，他决定留在上海过年。
戴延江喜欢唱歌、下棋等，记者看到他的手机里

收藏了 100多首歌曲。他说：“平时不敢这样唱，怕影响
大家休息，今天是年三十，希望能够给这里不能回家的

人带来欢乐，也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我们都能够回

家团圆。” 本报记者 屠瑜

封闭中的新高苑一期

■ 居委会里，特殊的年夜饭刚开吃，就回到了工作讨论的模式中 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 除夕夜，长宁区在机场的入境人员转运点邀请旅客写福贺新春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陈旭正在穿防
护服准备登临检疫

昨天是除夕，在新高
苑一期，1400 多户居民在
隔离中度过了特别的大年
夜。记者在现场亲身感受
了浓浓的年味和人情味。

小区大门虽然封闭
了，但周边社区爱心居民
“投喂”手工制作的各种汤
圆，有居民主动邀请被封
在小区里的物业经理住在
家里，一起吃年夜饭。还有
不少居民还通过线上方
式，展示宅家的“十八般武
艺”，“晒”出琳琅满目的年
夜饭。

转运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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