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江西的甘超是上海许许多多异乡

打工人中的一员，平日里，哪里有会展搭建

的活，就拉几个兄弟忙活一阵。干活的时

候，他喜欢唱歌，微信上，管自己叫“歌

神”。他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他也能在几

百人的注视中，开一场“个人演唱会”，和明

星一样，看见荧光棒为自己挥舞。

让他拥有这份幸运的，是过去近两个

月的特殊时光——上海疫情暴发，甘超报

名成了一名抗疫“大白”，4月初，被派至徐

汇区临江豪园小区成了一名守楼“大白”，

负责在2号楼下值勤。3天前，在全体居

民的配合和努力下，小区成了“无疫小

区”，在2号楼门厅的行军床上住了快两

个月的甘超，终于可以下班了。昨天傍

晚，听到甘超今天一早就要走的消息，热心

的志愿者发动整幢楼的居民一起合计，决

定用一场“个人演唱会”欢送这个可敬可爱

的“大白”。

平日里，大家习惯管胖胖的甘超叫“冰

墩墩”。“其实，他本来就负责管理我们封控

楼，但是他却给自己加了很多服务的工

作。”2号楼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冰墩

墩”是个超级热心肠。在居民们被要求“足

不出户”的日子里，“冰墩墩”除了帮助志愿

者分发物资，还主动揽下了签收、分发团购

物品的活，格外认真和仔细。有一次，他分

发完大家团购的冷冻食品后，一户居民来

反映，自家那份不见了。“冰墩墩”着急了，

怕是自己分发错误，便23层楼，一层一层

地步行爬楼寻找。直到深夜11时，这户居

民在自家冰箱角落发现“失物”——原来，

家人早已签收塞进了冰箱。“冰墩墩”得知

后，也不生气，用他的话说，比起日常的工

作强度，做“大白”付出的体力和精力，完全

不算啥！相处久了，大家熟悉了，遇到邻居

有矛盾，好脾气的“冰墩墩”还会帮着一起

调解，请大家站在对方角度，多想一点，多

包容一点。

两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看到他只有简易的行军床，换洗衣物也不

够了，居民们拿出了自家的毛巾、拖鞋、衣

服，尽力让他住得舒坦一些。知道他“无辣

不欢”，大家轮流烧辣味小炒肉“投喂”，给

他的盒饭增加油水。昨天下午6时多，甘

超告诉大家，自己第二天就要走了。有志

愿者想到，平日里，这个小伙总是喜爱一边

干活一边唱歌，不如发起一场演唱会，表达

2号楼全体居民的感谢。

一呼百应。无线话筒、音箱、荧光

棒……很快，“个唱”需要的一切准备停

当。来不及买花，有居民就干脆把自己刚

插好的花一整把拿了出来，重新包装。

昨天晚上8时，“个唱”在2号楼门前的

空地准时举行。天空时不时飘雨，可“粉

丝”们坚持让“歌神”站在屋檐下，自己站在

雨中。雨帘中，手机闪光灯摇曳。《光辉岁

月》《海阔天空》《谢谢你的爱》《朋友》……

“冰墩墩”的歌声，引来了全场合唱。“听我

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雨

中，这首平日里已经“听腻”的歌曲，因为真

挚童声变得格外动听。给大“歌神”献歌的

是两个楼道小“歌神”，宛南实验幼儿园大

班男孩唐海平和盛大花园小学三年级女孩

顾妤乔。“我要谢谢‘冰墩墩’叔叔陪我的每

一个日子。有一次我去找他玩的时候，把

玩具手枪零件弄丢了，‘冰墩墩’叔叔帮我

找了好久。我家的龙虾片也是他送来的，

很好吃。”唐海平认真地说。

大家字斟句酌，将一张写满感谢的卡

片塞进了“冰墩墩”的行囊：“疫情防控期

间，我们都足不出户，是你，冲在最前线，你

默默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你给我们整栋楼

带来了一份安全感，你对得起‘逆行者’这个

光荣的称号。”在“冰墩墩欢送会”的工作群，

志愿者“小米”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工作不

分高低，辛勤付出劳动的人，都值得尊重。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
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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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日增106人到22天无新增
他们在嘉定最大“城中村”战疫

■ 昨晚，蒙蒙细雨，市委工作组下沉黄浦区干部，在打浦桥街道街面上巡逻，检查防疫规范，及时上报信息，守护城
市安宁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在广东路广西北路口，来自河南的翟建磊在加固他
栖身的雨篷，为了控制平望街区人员流动，翟建磊在这
个路口坚守了一个多月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下雨天，小亭子里闷热潮湿，在3平方米大的亭子里住了一个
多月的郭艳梅，出来透了口气。郭艳梅负责黄浦外滩洋房的居民
出入管理和快递消杀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为守楼“大白”开场雨中欢送会

雨
中
守
夜
人

嘉定区江桥镇五四村，已经连续22天没有新增

病例了。这两天，居民们已按规定有序开放；而曾

经，这里是嘉定的疫情“风暴点”，单日新增最高时达

106人。五四村是嘉定区最大的一个“城中村”，村

宅民房、39家企业、公寓楼房犬牙交错，村中建厂、

厂中有厂。在本轮疫情中，五四村累计确诊病例超

过1200例，属于拔点攻坚点位。4月18日，今年53

岁的嘉定区江桥镇总工会主席、五四村下沉干部组

组长张国民，与同事们来到了这里。

摸清“火点”
11个工作组分工明确

在五四村大约0.8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里，实有

人口9000多人，外来务工人员集聚，占总人口的

88%。而原来的村干部只有十几人。连续几十天高

强度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高居不下的新增病例，村

民们的不理解……凡此种种，已让他们的身心到达

了崩溃的边缘。

4月18日，张国民接到江桥镇党委书记的一通

电话。30分钟内，他就与同事赶到了五四村，坚守

至今。一开始，他只带了4个同事赶到五四村，分别

负责转运、消杀、物资领取以及特保管理。随后的几

天里，点位上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增加到了93人。

这些增援力量，为五四村的基层干部群众带去信心。

“抵达驻点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数据分析

组，排摸全村信息，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张国民

深知摸清底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第一时间掌握

“火点”，方能作出及时有效的应对。从那天起，工作

组会根据每天的动态信息制作日报。根据实际情

况，张国民又细分了指挥组、生活保障组、核酸检测

组、物资保障组、后勤保障组等11个工作组，并推出

12条“最严公约”，开展村级防疫工作。

消除隐患
5个公厕“最严”管理

“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大院子，老人多、小孩多，而

且硬件条件比较差，绝大多数民房都没有独立卫生

间。”防疫工作逐渐开展，但摆在张国民眼前的困难，

是显而易见的：五四村人员密集、巷弄狭窄，往往一

个人感染，就会导致一整栋楼“团灭”。

村里80%的人家没有厕所，他们共同使用5个

公共厕所。张国民与同事们想过许多对策，最终选

择了“最严”公厕管理方式：“村内每个公厕安排两人

24小时看守，并要求每次只能进出一人，每次都做

好消杀，另外再安排4个保洁员随时清洁卫生。”

就这样，随着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五四村新增

病例数像“走楼梯”一样下降了：100多例、60多例、20

多例……到5月7日，新增感染者数字降到了“0”。

不敢懈怠
就像我的第52场马拉松

其实，在下沉到五四村前，张国民与同事们已经

在江桥镇增建村连续奋战25天了。增建村曾是嘉

定区唯一的中风险地区。可以说，嘉定本轮疫情中

最难啃的两块“硬骨头”，都离不开张国民与同事们

的付出。

抗疫这两个多月，张国民感到最亏欠的就是自

己的母亲。“我母亲86岁，耳背听不见，她就住在增

建村，以前我们五个子女每周都会去看望她。”而后

来，在张国民下沉支援增建村担任点位长的日子里，

由于封控管理，尽管每天经过家门口，都没能去看母

亲一眼。“她染病后，是其他工作人员转运走的；她出

舱后，我又在五四村工作，也不能去照顾她。”

这些日子，张国民不止一次落泪：在接到母亲

“你怎么不来看我”电话时，在看到同事们无怨无

悔奋战一线时，在看到村民们有序排队配合转运

时……“有一位同事的亲叔叔去世了，另一位同事的

爷爷也去世了，他们都是当天就继续投入工作。”

张国民的爱好是跑马拉松，他已经在全国各地

跑了51场全程马拉松。“我觉得，这次抗疫之战就像

是我的第52场马拉松。”如今，他与同事们仍在奔

跑，不敢懈怠：“再坚持坚持，就到终点了。”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