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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厅摆放口罩署名“上海红领巾”
小兄弟抗疫献爱心 供邻居按需要自取

    前天下午，在长宁区武夷花园 9号楼一

楼门厅的电梯口，悄悄出现了一张 A4纸告

示和一辆玩具大卡车（见右图）。大卡车上，整
齐地摆放着两大盒口罩，A4纸上，稚拙的笔

迹写着，“新型肺炎来势汹汹，我们外出带回
一些口罩，数量有限，平均每户 2个，请大家

按需取用。邻里守望，共抗疫情，加油！”告示
上还细心地标注了，大号口罩适合男士，小号

则适合女士和儿童。落款是，“上海红领巾”。
经过辗转，昨天记者联系上了“上海红领

巾”。原来，他们是住在这幢大楼 7楼的一对
小兄弟。哥哥杨一飞就读于复旦小学三年级，

弟弟杨翌鸣在海贝幼儿园读大班。妈妈许女
士告诉记者，1月 20日，全家去了日本旅游。

由于家里有人是过敏体质，每次出行都会去
买一些口罩回来。后来，各种关于疫情的消息

传来，他们就在日本当地多买了一些口罩。
许女士说，回到上海后，没想到口罩会变

成“紧俏物资”，粗粗算了一下，家里的数量基
本够用了，全家人一商量，决定将部分口罩送

给急需的人。“一开始，我们打算直接送去邻居
家里，但是觉得这样从卫生角度来说不够安

全。于是小朋友就提出，不如就放在公共区域，
让有需要的人自己拿。”把口罩放在哪里好呢？

兄弟俩一合计，决定请玩具翻斗车出场。

“到昨天中午，也就是差不多一天以后，

两盒口罩只被拿走一半，可见大家都很礼让，
真的是按需拿取。”许女士说，这个小小的随

手之举，能给孩子这个特殊的寒假多一些丰
富的回忆。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加班一天，就送饭一天”
山阴路居民为抗疫居委干部送午餐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

玮）这几天，一则居民连续几天为奋战在防
疫一线的居委干部送饭的故事在虹口区四

川北路街道流传着。
2月 3日中午，记者在虹口区四川北路

街道山一居委会里看到，一位居民又送来了
午饭。正在忙碌的居委会干部再三表示，自

己已准备了午饭，但是这位居民还是放下从

食品店买来的午餐，扭头就走。山一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陈荣庆在感谢之余，将午餐费用

通过微信转给这位居民，又直接退了回来。
这位居民是居住在山阴路 69 弄的顾

忠。今年春节期间，顾忠目睹辖区内社区工
作者为了居民健康，天天忙碌在防范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第一线，连午饭也没时间吃
上，便萌发了为居委干部送午餐的想法。

顾忠的想法得到爱人的全力支持，顾忠
的爱人表示每天做好饭菜给居委干部送去，

顾忠觉得还是上有卫生许可证的店家去买
午餐比较好。但是许多店没有开门，要上街

买到午餐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顾忠
天天上午骑着电动车上街，为了能让居委干

部每天吃到不同口味的午餐，他昨天到四平

路溧阳路口的麦当劳，今天又跑到曲阳路玉

田路口的 85度 C食品店。顾忠说：“居委会
干部太辛苦了，他们明知疫情有风险，许多

党员冲在第一线，我们应该尽点义务，只要
他们加班一天，我就免费送一天午餐。”

其实，像顾忠这样的热心居民在山一居
民区还有很多。居住在山阴路 65号的居民

桂容莉看到居委会干部天天在小区排摸情

况，宣传防疫知识，便毫不犹豫地将家中的
100 只医用手套拿出来给居委会使用，她

说：“你们工作在防疫一线，这些手套给你们

应应急。”
据了解，四川北路街道山一居民区有外

来人员 759人，防控任务非常重，居委会干

部从大年三十开始没有完整在家休息过一
天，宣传防范知识、上门排摸外来人员、登记

发放口罩等。这两天随着节后返城高峰的来
临，居民区的两位社区人口管理员牛坤、马

朱旺更是忙个不停，每天要在 27000平方米
的辖区内走上好几遍，挨家挨户逐一登记是

否有外来人员返沪，帮助他们填写表格，嘱
咐返沪人员注意自我防护，一旦有发热等症

状要立即上报。

今日立春入春还远
明晨郊区再触冰点

    本报讯（记者 马丹）今天正式进入

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第一个节气———立春，
意味着新一年节气轮回的开始。立春之

后，上海还会冷吗？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消
息，立春虽来，上海真正的春天远没有到

来，防寒保暖仍不能懈怠，新一股冷空气

已经蓄势待发，受冷空气和辐射降温的共同影响，5日早晨市

区的最低气温会跌至 4℃左右，郊区再触冰点。
由于近期暖湿气流比较旺盛，当冷空气抵达本市之后，冷

暖空气会发生交锋。6日到 7日，申城会出现明显的降水，气
温也会随之微跌，阴冷感十足，最高气温将跌至 7℃至 8℃，最

低气温在 5℃至 6℃。
据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常年入春日为 3月 17日，最近 10

年里，最早入春的是 2016年，其余的年份都在三月才入春。

医生背后的“眼睛”只看到妈妈最后一面

    科室刚刚开好紧急的电话会议，邵文琦

就接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来的电话。
“妈快不行了。”强忍眼泪，飞奔到母亲的病

床前，他见到了母亲最后一面。而此刻脑海
中回想起母亲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我没关

系，你快去上班吧！”
36岁的邵文琦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的团委副书记、检验科主管技师。血液、尿

液、粪便⋯⋯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检验科就
是与这些打着交道，殊不知临床诊断与治疗

决策所需信息约 70%源自临床实验室的检
测结果。检验科技师就是临床医生的“眼

睛”，帮助临床医生看“透”疾病表象，协助他

们找到真正的病因。
这些天，随着发热门诊人数的增多，检

验科的工作量也激增。发热门诊的病人几乎
每个都要做标本采集，最常见的就是血常

规。收集一批患者血样后，进行样本检测分
析，最后得出结果。一旦发现特殊情况，邵文

琦要第一时间联系开具检验医嘱的临床医

生，告知病人检验结果，以免误诊和漏诊。
目前，针对病毒感染的血象，白细胞总

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再结合
CT影像和流行病学史，可以辅助判断是否

为疑似病例。针对疑似病例，疾控将对疑似
病例进行病毒核酸检测，最终“宣判”结果。

邵文琦说，大家总以为辅助科室躲在背后很
安全，其实一样有风险。“我们要面对面接触

病人，采集血液标本，潜在的气溶胶可能会
造成自身的感染，因此对疑似的病人样本要

给予更高的重视，对处理后样本、废弃物及

环境执行更为严格、频繁的消毒灭菌处理。
整个工作期间，为了减少防护服、口罩等的

频繁更换，我们就尽量不喝水，不上厕所，保
证能够穿上七八个小时。”

早在 1月 9日，科室领导就召集科里所
有党员、团员、科室骨干开会动员，“武汉出

现了疫情，随着春运的来临，病情可能会有

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上海也要全力应对，所
有人取消休假，随时待命。”

那段日子，邵文琦的母亲身体已经不大
好了。去年末查出胃癌肝脏多发转移，已处

于晚期，为了让母亲所剩不多的日子过得稍
微安心点，邵文琦联系了离家稍近的社区医

院安宁病房。科里的工作量每天只增不减，
作为科室的骨干力量，他也不好意思请假。

“想熬过这段时间再多陪陪母亲，哪知事与
愿违⋯⋯”

处理好母亲的后事，邵文琦又迅速奔赴

岗位。他说，自己对母亲是亏欠的，但是大家
家里都有困难，全国疫情当前，所有临床科

室都投入战斗，检验科不能置身事外。永不
停息的机器运转声、骤然作响的电话铃声、

病人焦躁急迫的询问声，都让检验科技师的
神经高度紧张。面对激增的标本量，要在限

定的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不能有一丝差错，

并非容易的事。
邵文琦的妻子是浦东新区金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护士。最近也同样忙得昏天黑
地。春节以来，这对夫妻见面的时间少之又

少，因为太忙，晚上回家都累得不想说话。穿
上防护服，打电话发消息都不方便，两人在

工作时间几乎不联系。在邵文琦的微信里，
和妻子的交流都是简短的对话。“去了吗？”

“结束再联系！”两人都知道，更多的话，只能
留到疫情控制住再说了。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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