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 8时许，一辆虹桥枢纽 4路缓

缓驶进虹桥机场 T2航站楼旁的公交终
点站，两名工作人员穿白色隔离服，戴

黄色乳胶手套，提一个蓝色喷壶，踩着
小碎步，扶着门框，慢慢爬上公交车。

这两位“大白”是虹桥枢纽 4路驾
驶员高超和桑伟欣。疫情爆发后，他们

转岗成为站台专职消毒员，每天为进
站车辆消毒数百次。

今天一大早，他们拿到公司专程

送来的隔离服。“我穿着隔离服上车，
会不会吓到乘客？”高超问道。第一次

穿上隔离服，他们行动迟缓了许多。车
厢内，高超左手举起喷壶，右手向内弯

曲、有节奏地按动手柄，对着头顶上方
的扶手喷消毒水。桑伟欣弯着腰，对地

面、座位下方喷洒。两人相互配合，不
到十分钟，对角角落落消毒完毕。

车辆消毒期间，十多名乘客在公

交站台耐心等候。上车前需测体温，超
标者将被引导至公交站右侧的发热乘

客临时安置点。在相距公交站台约 2

米的走廊通道，多了一座蓝白相间的

帐篷。里面贴着明显标志和疾控中心
的联系方式，备有座椅、隔离设施与消

毒用品等。

“一旦发现发热乘客，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高超现场演示道，他会指引

乘客进入临时安置点休息，桑伟欣拨
打 110、120、疾控中心等电话及时汇

报，等待疾控中心专业处置。
久事公交集团在上海 42 个封闭

式枢纽站设置了发热乘客临时安置
点。选址避开司乘调工作区域，离客流

通道至少两米开外，避免发热乘客经
过时发生交叉感染。

警方查获多人藏后备箱入沪？谣言！
    本报讯（首席记者 潘高峰）2月 8

日晚，网上流传有多张照片，称上海查
获多起人员藏匿于轿车后备箱以及有

人跨越高速公路护栏进入上海金山的
情况。经上海警方查证，上述相关信息

不实，本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并未发

现相关情况。

疫情防控期间，上海公安机关将严
格落实道口查控各项工作措施，同时提

醒市民群众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
并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向警方举报相关

违法犯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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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时许，在虹桥机场 T2航

站楼出租车等候点，一名身着荧光
马甲的中年男子手持一只红色喷

壶，在出租车之间穿行。他是大众
出租车质量检查大队的李民，原本

负责检查车况和司机仪表，在疫情
爆发后及时切换频道，和 3 名队员

组成流动抗疫消毒小分队，守候在

两大机场和三大火车站的出租车等
候点。

“兄弟，车内消毒水还有吗？”当

一辆蓝色大众出租车驶入候客点，

李民快步上前，一边跟司机打招呼，
一边对准车门手柄喷洒消毒水。随

后，他用佩戴着白色手套的左手打开
车门，对车内空调出风口消毒。“刚喷

过消毒水，开会窗，别急着开空调。”
李民连忙关照道。看着李民匆匆离去

的背影，司机王峰微笑着招呼乘客：

“车辆刚消过毒，请放心乘坐！”
在候车点另一侧，司机黄师傅

看见李民走来，主动撸起头发、露出

额头，喊道：“阿哥，帮我测一下体

温。”话音刚落，“滴”一声响，李民已

为他测好额温：“36.4℃，正常！再给
你两只口罩，备用！”
看到从车库出来的出租车，李民

会抓紧时间上前打招呼，询问防护品
是否够用？“我们要为司机和乘客提

供最周到的保障。”李民的语气突然

变得坚定起来，最近很多司机的接单
量不到往年同期三分之一，但是，很

多人坚持出车，不请一天假。
“非常时期，上海的运营不能少

了我们。”两鬓已露出白发的李民
说，“困难是短暂的，只要我们齐心

协力、做好防护、坚守岗位，很快就
能恢复正常生活。”

    G15 沈海高速朱桥检查站，

位于沪苏交界，车流量较大。从年
初三下午开始，全市防疫查控升

级，9 个省界道口采取逢车必检
的措施，所有通过人员都需接受

体温检测。
“请往前开，前面的临时车道

也可以停车，请有序停放。”上午

10时，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九支队

三中队中队长王舜尧身着亮色背

心，正在朱桥检查站忙碌着，引导
着需要复检的车辆驶向复检区域。

现场车流量较大，11根车道
已全部放开，道口处不少车辆在

排队等候测温、填写健康信息登
记表。“为了尽可能提高通行效

率，协助公安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疏导交通也很重要。”王舜尧说。

此外，协助卫健部门做好人

员健康信息登记，也是九支队的
工作职责。

“请停车，车上几个人？测温
了吗？”10时 25分，一辆开着双

跳灯的鄂 A牌照黑色小汽车向王
舜尧迎面驶来，他赶紧迎上去并

引导至复查点做详细登记。“打双

跳的一般都是需要复测体温或来
自重点地区的车辆，打右转向灯

的则是需要填写表格的。”截至
11时 30分记者发稿时，G15沈海

高速太仓至嘉定段的排队距离约
2至 3公里。

    凌晨 2时，国江路公交停车场，陈

慧康和周佳明走进今天检修消毒的第
26辆车，重点目标是新风设备———由

车顶前后共两个风扇组成。1月 23日
起，上海所有公交车每晚都要通过这项

检查，次日才能上路；营运期间必须开
启新风，到终点站后再开窗通风。

作业前，周佳明先消毒维修区，包
括可能触碰到的扶手、拉环等；随后

打开开关，看叶片是否正常运转，听
转动有无异响。陈慧康说，故障问题

基本已被提前解决，从小年夜开始，久

事公交花了 4个通宵，地毯式排查了全

部车辆。
随后，陈慧康打开手电对准风扇，

周佳明看到积灰，立刻敏捷地爬上去拧
开螺丝，取下外罩和叶片。陈惠康接过

下车，快步下车用流水洗净，再喷洒消
毒后回到车里。周佳明接过风扇迅速归

位，此时，距离两人上车还不到 5分钟。
从 2时到 3时，他俩合作清洁消毒了

10个风扇。从昨晚 7时 30分到今天凌
晨 3时 30分，他们忙个不停，一共检查

了 32辆车、64个风扇。

    飞机结束一天的飞行任务，回到虹

桥机场的“家”，保洁员才会登机彻底清
洁，所以春秋航空机坪操作部清洁队一

般要从晚上 8时忙到次日凌晨 5时。
凌晨 3时许，飞机静静地泊在机坪

上。客舱空间相对密闭，只有照明，没
有空调，保洁员相丽和 3名同事穿着防

护服正以最快的速度清洁客舱。“消毒

程序更严格了，以前清洁一架空客
A320大约 1个小时，现在要增加半小

时，做完一架，气都透不过来了，捂出一
身汗。”

客舱清洁要经历 3次消毒，“现在消
毒液升级了，抑菌效果更好。”相丽说。

    今晨 6 时，53 岁的强生的哥程俊

涛和往常一样自然醒。党龄 10年的他，
是雷锋车队队长。6时 30分许，老程来

到公司停车场。排查轮胎、座套、电池、计
价器后，拿出 3件工具———干绒布，擦仪

表台；小刷子，刷出风口；湿抹布，对付车
门和脚垫。全套清洁做完约 20分钟。

6时 55分，最重要的消毒程序启

动，2分钟内，8个同事为他服务———1

人贴消毒标识；1人记车号，运营期间

每车每天须进场消毒一次；1人用额温

计测体温；1人发物资，每个驾驶员每天
能领 2个口罩和 1盒牛奶，从内到外加

强防护；3人手拿喷壶和抹布，擦净车
门拉手等关键部位；最后 1人拿着一个

大家伙。从 2月 8日起，消毒设备从“84

消毒液+手动喷壶”升级为“专用消毒

液+电动高压喷雾装置”。这门“大炮”，

只需两三秒就能消毒整个车厢。8人分
立车身两侧流水作业，有序而高效。

    早 6 时 55 分，2 号线虹桥火车站

站，保洁员殷祖华将消毒喷壶等工具
整齐摆放在操作间。来接班的余飞英

已“全副武装”———她刚测了体温，领
了口罩和手套，佩戴整齐后依次检查

药箱和喷壶，确保消毒水充足。
刚结束晚班的殷祖华不急着交接

班，弯下腰用小钩子钩起洗手台下的排

水沟盖板，再清扫一遍。“铁盖板很重，
还是男人多干一些。”

春节前，站内厕所的消毒频次增至
每小时一次，且清洁部位更精准，但凡

乘客可能接触的角角落落都要消毒到，

“特别是门把手、水龙头、烘干机”。说话
间，余飞英已麻利地开工，背起药箱对

地面喷洒消毒，最后一手毛巾、一手喷
壶，精准定位消毒。“电灯开关不能直接

对着喷，要换一块干毛巾，洒上消毒水
再擦。”余飞英说。

站长助理高煜介绍，虹桥火车站站

共 15名保洁员，已全员投入 2、10、17
号线的站厅、站台、厕所等区域。“半夜

也有人值班，从末班车后到首班车前，
都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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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返程客流：细抠每个细节只为你我安全
返程客流“身未动”

“幕后英雄”已上岗
昨夜今晨，返程客流出发前，许多“幕后英雄”早已在各自岗位上忙

开了。在静悄悄的停车场，在空荡荡的飞机客舱、地铁站，他们或彻夜不
眠，或早早开工。虽然不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但他们全心付出了无数
个“幕后一小时”，默默为市民乘客的安全、安心出行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曹刚 金志刚 钱文婷

消毒5套公交新风设备2时-3时

机舱消毒升级更实用3时-4时

8个同事服务1名的哥6时-7时

地铁站厕所每小时消毒7时-8时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杨硕 张钰芸 钱文婷 任天宝 金志刚 曹刚

    手持扩音喇叭，引导出站旅客

逐一通过两道测温环节，朱笑笑等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

和口罩，坚守在岗。虹桥火车站出站
口共设 6个测温通道，每个通道都

有两道测温环节。
上午 9时，在出站口 3（北），走出

站台的乘客依次走入隔离带拉出的通

道，进入第一道测温环节。为避免人员
聚集，通道两头各设置了一台红外线

非接触式测温装置，各有一名工作人

员坐在电脑后，盯紧测温情况。
旅客走至闸机前，则是第二道

测温环节，需在医用红外热像测温
仪前短暂停留，体温正常者方可出

站。把牢这道关口的，就是朱笑笑和
浦锦卫生院放射科医生张逸伟。

张逸伟说，今天是他被抽调到虹

桥火车站支援后第一次值早班，目前
是三班倒的状态，最重要的职责是盯

牢测温仪屏幕，不放过一个体温异常

的旅客。“一旦仪器报警，就要马上拦
下旅客，带到处置台，用水银体温计

测量腋下温度，如果确实超过 37.3℃，
再登记身份等信息。体温确有异常，

要及时引导至医院就诊。
健康告知书、发热乘客情况登

记表、水银体温计、免洗洗手液和纸

巾，处置台上各种物资一应俱全。桌
边的朱笑笑 22岁，她今天要 24小

时值班，直到明早 8时。因为防护服
穿脱不便，她自觉少喝水少上厕所。

9时到 10时，共有三趟到达列车
的旅客在出站口 3（北）出站，近百名

旅客通过两道测温环节后，顺利离开。

■ 今天上午的 G15沈海高速朱桥道口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杨硕 张钰芸 钱文婷 任天宝 金志刚 曹刚

距离上海全面复工还有不到 24 小时，本报记者上午分多路走
访火车站、机场和高速公路等，直击平稳有序的返程客流。从进入市
境的各个关口到入境后的市内交通接驳，每一个岗位的每一个工作
人员严阵以待。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高峰时刻”，他们每一分钟都
毫不懈怠，细抠疫情防控工作的每一个小细节，只为所有返程人员
的安心，更是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全。

虹桥枢纽 4路终点站
公交站台惊现“大白”消毒员

    早上 8时，虹桥机场 T2航站楼，手

推车工作人员曹根火一手拿湿巾，一手
持稀释过的 84消毒液，开始手推车的

回收消毒工作。每当有旅客在出发层
6、7号门使用过手推车后，他就上前将

手推车推至摆放区域，并即时消毒。
曹根火说，每天上班前，机场都会

帮工作人员测体温，要求戴口罩，携带

消毒液等物品。日行四五万步的他每天
工作 12个小时很辛苦，但谈到工作时

仍充满干劲。嘴上说着话，手里的活却
没停，他熟练地对车把手等旅客频繁接

触点喷洒消毒液，再用湿巾细细擦拭。
虹桥机场在 T1 航站楼投放大手

推车 1100辆、小手推车 300辆；T2航

站楼投放 2500 辆大手推车、700 辆小

手推车，总计 4600辆。这些手推车将出
现在出发层和到达层等区域，各出租

车、地铁站、公交车站和行李转盘处也
均有投放。

工作人员在旅客使用后将对手推
车消毒一次；在集中摆放区域，曹根火每

过一小时还要对手推车二次消毒，确保

旅客使用后和使用前，都是安全的。旅客

使用完，手推车管理人员还将主动向旅
客提供免洗洗手液，让旅客更放心。

虹桥机场手推车管理人员李依介

绍，虹桥机场此前就已引入 6台行李手
推车消毒机，利用紫外线再次消毒，每

台消毒机日均工作 12小时。

    “开凯，如发现体温异常，可否寻求

闵行防疫局帮助？”“感觉离摄像头三米
处的测温数值更准。”上午 9时，轨交虹

桥火车站站值班站长张开凯穿上橙色
反光背心，开始巡视东、南、北三个地铁

安检口。“昨天安检口新装了 3台红外
成像仪，要定时巡检，加强与驻站民警

沟通。”走一圈至少 20分钟，张开凯一

个小时连走 3圈。
通过车控室监控，眼尖的张开凯发

现 17号线下行 6号站台处有四五名乘
客聚集，立刻用对讲机通知同事疏散。

“要时刻提醒乘客分散车门上车，以防
交叉感染。”他说，负责站厅疏导的工作

人员守住了第一道关卡，他们要预先提
醒乘客分散电梯进站。

查看完进站口临时隔离区的消毒
水等防疫用品后，张开凯又来到编码

室。“这里的防疫等级较高，工作人员

都戴手套点验票卡，票务中心也会定
期回收消毒票卡。”他坦言，接触票卡

有风险，一定要戴手套。正说着，对讲
机又传来紧急呼唤，测温点有一名男

子没戴口罩，张开凯小跑到现场问：
“体温多少？正常吗？”体温异常者会

被及时安置到临时隔离区，未戴口罩

会被劝离。
9时 30分，张开凯来到站台厕所，

对保洁员顾美娟说：“阿姨，味道好像淡
了点，再喷点消毒水吧。”卫生消毒是防

疫关键，站内公共区域增加消毒频次，
厕所每小时消毒一次，张开凯需要监控

追踪消毒工作。
经过进站服务窗口时，张开凯与里

面的彭晓颖相视一笑———他俩是夫妻，
共同坚守防疫第一线。

8时-9时

虹桥机场T2航站楼
每辆手推车用前用后都消毒

8时-9时

轨交虹桥火车站站
值班站长满场“飞奔”

9时-10时

虹桥火车站出站口3（北）
4双眼 24小时紧盯测温

9时-10时

9时-10时 虹桥机场T2出租车等候点
“小分队”让的哥备感暖心

沈海高速朱桥检查站
打双跳车辆需复测

10时-11时

11时-12时 入沪列车Z166次车厢
列车员挨个通知指导旅客

    上午 10时 57 分，Z166 次列

车经停苏州站后重新启动，将在
11 时 51 分抵达终点站上海站。

列车长张丽君和同事突然忙起
来了，因为离开苏州站后，所有

旅客都是“来沪人员”，按规定
必须在进入上海前完成健康登

记，列车员负责挨个通知、指

导、确认。
“受疫情影响，今天有 452人

在上海下车，如果绝大多数到终
点站后再下载 APP、填表，不仅浪

费旅客时间，也会导致出站通道

拥堵，所以我们建议旅客在车上
就完成‘任务’。”张丽君说。

旅客在列车上可提前通过下
载“上海健康云 APP”、扫描列车

座位的二维码或关注“铁路上海
站微信公众号”“上海铁路局微信

公众号”等方式填报个人信息。每

趟入沪列车上，列车员都会帮助
旅客完成填报；如果旅客没有手

机等智能设备，乘务组就叮嘱旅
客出站后填写上海市有关部门准

备的纸质版表格。

Z166次列车始发站是拉萨，

张丽君所在乘务组的 28 人在西
宁接手，2 月 6 日 20 时 08 分从

上海出发，值乘去程列车，7 日
21 时 07 分抵达西宁；休息一

晚，8 日 9 时 30 分从西宁返回，
今天中午才能抵达上海，工作相

当辛苦。

“特殊时期，列车在西宁就要
全列消毒；餐车吃饭的旅客大大

减少，用料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多一点；乘务员戴口罩为大家服

务，准备了三套护目镜、防护服，
当列车上出现需要隔离的发热旅

客，乘务员再使用。还好，直到现
在还没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