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5日的上海，春寒料峭。
清晨6时，天还黑着，许多人尚在梦乡，陈红梅的家中已经亮起了灯。简单洗漱后，

喝一碗热粥，披上外衣，戴好口罩……6时 45分，陈红梅和往常一样，早早地出了门。
自家小区的门卫处，是她上班路上的第一站———陈红梅是闵行区莘庄镇西环新村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同时也是辖区内的居民———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已进入工作
状态。跟着陈红梅一起走出家门，在接下来的 12个小时里，新民晚报记者与她一路同
行。下面这几个片段，取自昨天西环新村社区防疫工作的真实记录，也是上海基层干部
们奋战一线的缩影。

    “陈书记，又这么早。”

“早，你也辛苦了！”
从自己家步行到办公室，途经柳明公

寓、西环一二村、西环三四村⋯⋯这一带都
属于西环新村居委会的管辖区。虽然路程

不到 800米，一路上，陈红梅要操心的事却
不少。车辆管控执行得怎么样？外来人员有

无特殊情况？工作人员的防护用品够用吗？

经过小区门口，她总要弯去门卫室看看情
况，叮嘱几句。

近日正值返沪潮，社区成为抗疫主战
场，陈红梅与同事们绷紧了心中的弦。事实

上，他们自小年夜起就梳理出一份重点区
域人员名单，不断排摸，十几天连轴转，一

刻没有停歇。
出门前，记者没有见到陈红梅的家人。

路上得空询问，她说：“我每天在一线忙碌，
接触的人多，生怕万一传染给小孩儿，就让

他们都回去了。”陈红梅原本计划着和女儿
女婿、2岁半的小外孙一起过年，如今，他

们被她早早地“赶”去了亲家那儿；八旬老
父亲的住处，陈红梅也已经十几天没去了，

实在是无暇顾及，全靠两位嫂子照看；在闵

行区交通委工作的丈夫则与她同样忙碌，
需要应急值班，最长的一次四天四夜没回

过家，两人时常见不到面⋯⋯疫情当前，陈
红梅成为家里的“独行侠”，全身心扑在基

层防控工作上。
幸好，这位“独行侠”并不孤单。清晨 7

时，陈红梅准时到岗，此时，居委会办公室

里已经有不少工作人员忙活开了。
1994年出生的“弟弟”夏旭焱一大早

从吴泾镇赶来；1992年的陈洁被大家亲昵
地称为“妹妹”，正在更新社区来沪人员信

息；为了防疫工作同样把女儿暂时从身边
送走的顾玮娓，已经开始张罗口罩预约的

事⋯⋯连同陈红梅在内，西环新村居委会
共有 8名工作人员、2名协管员，需要负责

辖区内五个小区、2413户居民———非常时
期，谁也不曾休息，谁都不敢松懈。

7时 15分，晨会开始，陈红梅简单梳
理任务与分工。“今天的工作安排，门岗管

理、环境消毒、居家隔离对象沟通、来沪人
员信息核查⋯⋯”有条不紊，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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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5日口罩配额公示：今日分配到

的口罩配额数为 455只，编号从 0183号到
0273号⋯⋯”7时 30分，西环新村社区家

园微信公众号推送一条通知。不久后，居委
会辖区内五个小区的出入口也都贴上了全

新的纸质公告。
西环新村社区多为 1993年建的老公

房，老年人占比达 60%以上。新口罩到货

了，除了线上线下这两种宣传方式外，居委
会工作人员还要一一打电话告知，通知排

到号的居民们带好凭证，在指定时间前往
药店购买。

与此同时，口罩的登记预约工作仍在
继续。“请带好有效证件，仔细填写信息，将

表格的上半部分投入回收箱内，并妥善保
管好表格的下半部分。”西环三四村门口的

预约点现场，循环播放志愿者自己录制的
注意事项。尽管公告上写着登记实际受理

时间是从 8时 30分起，其实工作人员早已
准备就绪，提前半小时就露天“摆摊”了。

这几天，口罩预约工作是居委会的工
作重点，也是近期最受老百姓关注的事。陈

红梅脱口而出，如数家珍：“第一天预约登

记 534人，第二天 260人，第三天 166人，

三天累计 960人。”尽管前来登记的人数
逐日递减，她依然时不时到现场转转，亲

自照看。
预约点前，有居民着急地询问，什么时

候才能领到口罩？“目前口罩数量确实有
限，一来是节日期间企业还没有完全复工，

二来我们也需要保证一线工作人员的安

全，门卫、保洁员、物业、志愿者⋯⋯他们都
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坚持到岗，还请多多理

解。”陈红梅一边耐心同居民解释原因，一
边将自己重复利用口罩的方法教给他们。

陈红梅所戴的这只黑色口罩已是第二
天用了，早上她出门前，刚刚从阳台的晾衣

架上取下。说话间，呼出的热气使她的镜片
腾起白雾：“口罩经过消毒处理后，放在通

风处晾干，或者在太阳下暴晒，有时不必戴
一次就扔。资源比较紧缺，我们能省则省。”

陈红梅在西环新村社区已经工作了近
15年，小区里的居民她绝大部分都认识，

为人处世向来和气。本来居民还有些不理
解的小情绪，见她戴着口罩“现身说法”，便

也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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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环三四村，居委会办公室的临时驻

地。因原来的办公场所正在微更新，去年
12月下旬开始，陈红梅与同事便搬来此处

应急：办公室里没有空调，卫生间里还堆着
辆自行车，办公桌是由 7张桌子拼起来的，

透明挡风门帘也是工作人员自己安上
的———谁也没想到，这间小平房，就成了本

次疫情的“指挥中心”。硬件条件虽然有些

简陋，但工作却是一样也没拉下。
各项任务齐头并进，一转眼就忙到了

11时。居委会工作人员开始准备午餐，不
放心外卖，也没空回家吃，没有带饭的同志

就用泡面草草解决。
陈红梅也泡了一碗，等面的时间里也

要见缝插针。这边回复几条微信，那边又打
了三个电话，一顿午饭耽搁了好几次。记者

忍不住提醒：“面都泡烂了吧。”闻言，陈红
梅抬头笑了一下：“没关系，我喜欢吃软一

点的。”
几分钟解决午饭，陈红梅与同事又马

不停蹄地开工：统计上午的口罩登记数据；
一遍又一遍地告知居民“口罩已到货，可以

去买啦”；继续排查来沪人员信息；接听居
民来电，为他们答疑解惑⋯⋯办公室里，电

话铃、微信提示音、说话声，不绝于耳。
“非常时期，其实所有基层干部都和我

们一样忙碌。”陈红梅说，莘庄镇有一个微

信工作群，每天信息发到很晚，一会儿不看

消息就刷屏。前两天，一位社区干部在群里
说：“大家最好不要发收到，现在晚上睡觉

手机都攥手里的，生怕睡着了错过每一次
通知，微信每一振动就要去打开看一下，又

不敢设置免打扰！”
“对的，以后只发通知，大家有问题提

问题就行了。”镇里相关负责人在群里表示

支持，随后又劝道：“手机你也别攥手里了，
放一边，好好睡。”后面跟着 3个拥抱表情。

让陈红梅倍感安慰的，除了并肩同行
的“战友”们，还有居民们的暖心举动———

10时 15分，居民傅马可为工作人员
送来一大袋一次性手套，他说：“你们都冲

在第一线，我在后方也出点力”；
14时 12分，陈红梅在巡查时遇到老

党员梁金龙，78岁的他认真地申请：“有需
要就说一声，我随时可以上岗”；

16时 04分，老党员吴各明将 1000元
特殊党费交到陈红梅手里，说要献一份爱

心，工作人员想拉住他，老人低调地摆摆
手，一扭头就走了⋯⋯

窗台边，一瓶风信子开得正好，花瓣红
艳，向阳生长———这也是社区党员特意给

居委会送来的。“一定要继续守护好社区这
个家，他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陈红梅说。

    前段时间，社区居民褚先生去湖北开

会，回沪后全家居家隔离，由陈红梅负责结
对。2月 5日正是他们解除隔离的日子。下

午 1时许，陈红梅联系社区医生、社区民警
一起上门，为褚先生等人最后一次测量体

温，并发放解除隔离的告知书。
陈红梅，社区医生，社区民警，志愿者，

特保队员⋯⋯午后，路上没有什么行人，他

们的制服与口罩各不相同，并肩走成一排，
画面倒也有些震撼。这些在各自岗位上默

默坚守在第一线的普通人，共同铸就了社
区抗疫的“移动城墙”。

西环新村辖区内的五个小区共有 8道
出入口，如今为了疫情防控，3道边门全部关

闭。原本走街串巷 5分钟就可到达的地方，
现在要从小区外绕，走一圈得花上 20分钟。

结束了对诸先生等人的探望，来都来

了，他们顺带着进行了一轮社区巡查。下午

4时，陈红梅又要求工作人员在下班前收
集好来沪人员的最新信息，并对重点区域

人员再作跟踪走访。“排查排查再排查，一
次上门不行，就两次、三次⋯⋯只要每个

社区守护好，相信这座城市一定能够战胜
疫情。”

傍晚 6时，下班前陈红梅还在与同事
商量着，是否为社区里身患重病或高龄的

困难群体送一些关爱。小区里有一位阿婆
身患尿毒症，每周必须去医院血透三次，说

走就走，陈红梅与同事取了几只口罩，为她
送上门去。

走访完最后一户，夜幕已深。同事俩在

街灯下分别，陈红梅还不忘再叮嘱几句第
二天的工作安排。新的一天，又是一场新的

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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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晨到夜晚 从家门到小区大门

■ 居委会办公室内，给预约到口罩的居民打电话同样一句话重复到口干舌燥：“口罩到货

了，记得去买！ ”

■ 忙碌了整整一天，入夜，陈红梅和同事也没有停下，还有几家人家要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