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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月 24日以来，我们除害站的 8 名员工

已经连续 34天，为街道 27个居民小区、2个农贸
市场、4个养老院喷洒消毒药水，并为社区 426户

外地返沪隔离居民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没有休息
过一天。”2月 26日，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爱卫办

除害站站长马建华告诉记者，平均年龄 50岁的 8

名员工，每天爬居民楼的次数加起来有一二百

次，每人平均每天走路 2万多步。58岁的李建祥

最多的一天爬了 50多次，而他是站里年龄最大
的员工。

尽管年龄偏大，每天爬楼梯气喘吁吁，特别是
有的还要爬到 7楼，但他们的精神还是像小伙子那

样，收集好隔离户放在门口的生活垃圾，及时做好
楼道里的消毒，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垃圾收集送到指

定的收运点，然后背起消毒桶，开着垃圾收运电瓶

车，和同事们进入下一个战场。“一天干下来，腰酸

背痛，但只要居民满意，就值得。”李建祥表示。

李建祥的母亲是年逾八旬的血液疾病患者，
每逢一、三、五要进行血透治疗，他的父亲已 86

岁高龄，脚部患有小疾。起初，李建祥的家人有所
顾忌，甚至有些怨言：李建祥的工作须收集并处

理隔离住户的垃圾，万一出问题，家里老弱病幼，
都是抵抗力较低的人，能行吗？作为家中顶梁柱

的李建祥说：“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做，我们是专业

人员，抗击疫情、保护家园是我们的责任，这一时
刻不能退缩。”

连续 34天，李建祥和伙伴们共上门收集生活
垃圾 5.3吨、喷洒消毒药水 1650公斤，涉及 200多

栋居民楼。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今天是学雷锋日，也是青

年志愿者服务日。 本报今天推
出一组“守沪者”群像。 他们都

是普通人。 疫情就是号令，在
最需要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

守护上海， 竭尽全力服务他
人，为城市筑起了一道牢固的

防线，他们的精神在抗疫一线

闪光。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危难
时刻坚守本职岗位， 不计辛

劳，忘我付出。 守在道口第一
关的社区卫生中心女医生，常

常被“嫌弃”，却不从放弃；一
人服务 1400户居民的水电工，

每天“24小时在岗”，维修随叫

随到；背着沉重消毒筒的 58岁
除害站员工， 每天爬楼几十

次， 步行 2万步；90后菜场场
长天天提前到岗，为的是让市

民放心地采购到充足的副食
品……对他们来说， 责任两

字，重于泰山。

我们身边，还有不计其数

参与志愿服务的“守沪者”。 有
为无物业小区通宵值守的民

兵队长，有为白衣战士子女进
行线上辅导的大学生， 有在

热线那一头为市民排解焦虑
的心理专家， 甚至还有戴上

红袖章加入志愿者行列的老
外……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他们在无私奉献的同时，也感
受到了精神的充盈。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危难

是一本教科书。 今天，无数“守
沪者” 在奉献中锤炼自己，实

现人生价值，精神境界也得到
了升华。

    为防控疫情，彭浦新村街道明确所有

小区一律实行封闭式管理。彭一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张安明告诉记者：“彭一小区是

建造于上世纪 50年代、有 2683户人家的
大型老旧小区。小区老年人多，特殊群体

多，房屋出租率高。”
2月 10日是小区落实封闭式管理的

第一天，街道规定居委会干部和志愿者每

天上午 7时 30分至晚上 7时 30分在门岗
值守，而张安明和居委会干部们都提早到

岗。值守中，张安明发现住 40号的李老伯
夫妻，37号的徐姨和 71号、52号的老人纷

纷出门，顿时着急了，大声问道：“爷叔阿
姨，现在疫情严重，你们出去做啥？”

“出去走走啊。”回话的老人都已经七

八十岁了，人群中还有不戴口罩的。张安明
和值守人员拦住了没戴口罩和没有出入证

的老人，请他们回家戴好口罩，拿好出入
证。也许是老人们在家憋得太久了吧，他们

不愿回去，还冲着张安明大吼大叫。一旁的
居委会主任急忙拿出手机给老人们的家属

打电话，希望家属把自家老人带回家。想不

到家里的中年人火气也大，提高嗓门对居
委会主任说：“没空！”

在一旁值守的志愿者说：“居委会干部
太难了。”张安明回答说：“再难我们也要做

好，没有退路！大家一起加油！”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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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日常抗疫一线 筑起最坚固 上防线
上海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以来，有这样一群普通人，不辞辛苦，

不惧风险，始终坚守在联防联控一线战场，用细心、耐心、爱心构筑起最
坚固的城市防线。他们中有道口检查员，有社区干部，有消毒员，有志愿
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沪者。

    舒鹃娟是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

验科的一名工作人员。抗击新冠肺炎一个多月来，
每天医院都会将疑似病人的鼻咽拭子或痰液，通过

生物安全运送箱，送到她和她的同事面前，由他们
通过科学检验确定核酸是否呈阳性。这是确诊患者

是否感染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对早发现、早诊
断起到重要作用，是抗击疫情一线战场不可或缺的

支撑。

面对面与病毒“近身搏斗”，这是怎样一种体
验？38岁的舒鹃娟说，心里也害怕，但你知道，这是

你的责任，必须做，不能退。这么多年，她其实一直
在与病毒正面较量，像艾滋病、登革热、流感、手足

口等等，但第一次面对未知的病毒，毒性、毒理、毒
力都不清楚，“未知的东西，其实最可怕。”

这也是舒鹃娟第一次在三级防护下工作，以前
都是二级。“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进实验室，呼吸要特

别用力，到后来感觉肺都是痛的，出来全身都被汗
水湿透了。500多毫升的杯子装满水，我一口气就喝

完了。”
检验病毒是精细化操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试管很细小，用移液器把检测样本转移到试管里这
样一个简单的动作，要屏息凝神、用尽全力去完成。

一个病例标本要分装多份，即一份样本，同样的动作

要重复十多次，不仅考验体力，也考验精力。
副科长蔡明毅告诉记者，疫情重压之下，工作连

轴转，大家其实一直担心舒鹃娟的身体能否扛下来。
“她 2018年做过手术，摘除了甲状腺，加上患有慢性

肾炎，按理说不能过于劳累。但我们每次问她身体怎
么样，她都说‘我可以的，我不累’。”

前不久，舒鹃娟晚班结束，走出实验室已是凌晨

2时多。筋疲力尽的她刚瘫倒在办公室座椅上，电话
来了：蔡明毅告诉她，一家医院有一名危重病老人，

还没有排除感染的可能性，这关系到采取何种抢救
措施，“采了应急标本，马上要检测！”

“我再上。”原本已经累瘫的舒鹃娟立刻振作起
来，二话不说，默默地重新穿上防护服，走进实验室

开始检测。等她再次走出实验室时，已是清晨 6时
许。她第一时间把排除疑似的结果告知医院，为全力

抢救老人赢得了宝贵时间。
对于这群直面病毒的“战士”来说，最好的消息

无过于检验结果“阴性”。“我们已经连续一段时间所
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舒鹃娟特别开心，因为这

意味着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疫”，已经离胜利越来越
近。 首席记者 潘高峰

    如果你从 318国道芦墟检查站入沪，周芳可能

是第一个拦住你的人。白色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
和手套，看不清她的样子没关系，但想进上海，得先

问问她手里那把“枪”。这名金泽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科科长，自除夕夜接到任务冲上道口，一直奋

战在抗疫一线。
周芳在道口主要负责给入沪人员测量体温，同

时确认他们是否收到“健康云”系统回复的短信。对

于一些没有事先扫码申报过入沪人员信息的，她需
要引导；而面对那些年纪大不怎么会操作的人，有时

她还需要帮对方填写信息。
大多数时间周芳都站在检查站高出地面的站台

上，半弯着腰和来人交流，主动保持适当距离，不过
还是常常遭到对方“嫌弃”。“我记得有一次教人家填

信息，他觉得我戴着手套的手指可能触碰到了他的
手机，‘不干净’，于是我拿了酒精棉球消毒。”

不过，遇到这样的人，周芳并不怪他们，反而觉

得“这样挺好”。“我们在道口站一天，要接触很多人，

会被‘嫌弃’，说明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强，有这个意

识不是挺好的吗？”
值守道口辛苦吗？周芳没说。值守期间不喝水、

不上厕所对她来说已是常态，渴了就用水漱漱口，
“过口而不入”，毕竟“防护服还是挺贵的”。怕额温

枪、耳温枪因为低温罢工影响工作，大部分的暖宝宝
被她贴在了“枪”上，闲时“枪”就夹在腋下焐着。

“2月 1日，我在 G50汾湖高速道口值中班，检

出 5名发热病人，经复测，3人被排除。另外还有两

人，一个是 8岁的孩子，一个跟湖北亲戚有接触史，
都由 120送到了中山医院青浦分院。”这天，周芳失

眠了，“我一遍遍回想给他（有湖北亲戚接触史那个
人）测口腔温度的各项操作有没有疏漏。”

周芳很坦白地说，自己当时心里确实觉得害怕。
“无知才无畏，害怕、担心都很正常。妹妹，你怕吗？”

说着，她随口问了一旁搭档的年轻同事。看着同事
猛点头，她笑了：“好在后来医院通知我，两人都被排

除了。”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周子顺是虹口区欧阳路街道民兵应急分队分队

长，已经 9年没有回家过年。每年春节，民兵们都要
值守在新春安保第一线，如果不是这一惯例，他很有

可能错过参加 2020年这场大战疫。2月 19日晚 7

时，周子顺与战友准时出现在虹口区吉祥路塘里防

疫执勤点。他们将在寒风中执勤 12小时，守护一方
百姓平安。

因历史原因，欧阳路街道目前仍有 6个无物业

管理小区存在。疫情当前，这些小区的防控工作成了
难点问题。白天，街道组织动员以老年人为主的志愿

者临时管理这些小区的出入口，但志愿者的数量和
精力终究有限，夜晚的管理成了难题。为了堵上疫情

防控的漏洞，不留死角，民兵应急分队党员带头，盛
运公司民兵骨干主动请缨，带领队员接下了夜间管

理无物业小区的急难任务，通宵为无物业小区站岗
执勤，检查居民出入证、测量体温、登记信息，防止夜

间无物业小区人员流动失控。

一顶小棚，一套桌椅就是执勤点的全部设施。在
昏暗的灯光下，民兵们检查每一名进入者的信息卡

并测量体温，12个小时内，这一套动作被重复 100

多次。

在这里执勤已是第 3天，周子顺说，居民们都非
常配合，唯一的问题就是太冷，他们穿着作战服、作

战靴，披着大衣还是扛不住，过了夜里 12时就冻得

不行，前几天眼看着地面上结起白霜，实在受不了就
跑几步来暖和一下身体。有一名老人看他们太辛苦，

送来了开水和杯子，为他们泡上一杯热茶暖身，这让
周子顺非常感动。

执勤工作虽然很艰苦，但周子顺并无怨言：“民
兵也是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现在就是‘战时’，为

社区守住抗疫防线，就是我们的任务。”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陈宇，闵行公安分局指挥中心负责人，自 2月

3日担任虹桥枢纽防疫转运工作指挥部负责人以
来，每天只有一个字———忙！对外，统筹协调、工作

对接；对内，制定方案、人员调配、现场指挥。用坏
了两个充电宝和两个蓝牙耳机，平均每天 1.5万多

步、睡眠四五个小时，咽喉发炎失声一个星期，吃
饭喝水常常见缝插针，润喉糖一天两盒，泡面一天

两盒⋯⋯

每天晚上，陈宇要制定警力部署，确保“信息核
查无纰漏、出站旅客无滞留”。因现实客流经常会出

现各种变化，方案也需要随之做动态调整，在“一天
一方案”的基础上有时要做到“一日几案”，他也因

此获得了“虹桥诸葛亮”的外号。
2月 14日晚上 10时许，南 1出口处，一名湖

北孝感籍女子自称身体不适，伴有发烧、干咳、乏力

等疑似感染症状，正在旁边南 2出口例行巡查的陈

宇得知后，仅用 30秒时间就奔赴现场，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向卫健委通报，并要求现场所有工作人员

做好防护工作。
考虑到几分钟后下一班列车即将到达，“必须

立即更改客流出站通道”———陈宇第一时间发出
指令。

此时，现场情况十分严峻，但他在只有简单防

护装备的情况下，第一个冲上去调整隔离设施，改
变旅客出站通道，一边调整一边还不忘安抚身边

的工作人员不要害怕。其他人看到他身先士卒，也
都快速上前，2 分钟后一条新的出站通道设置完

毕。120专业人员到场评估后，发烧女子被送往发
热门诊点接受进一步检查，所幸最终排除了此疑

似病例。 本报记者 屠瑜

沪守

    张景坤，1990年生，上海人。2010年体

校毕业后入伍成为一名侦察兵，2012 年退
伍，现在虹口区新市北菜场当场长。体校和

部队这两段经历，使他更能吃苦，更有韧劲。
他说，我是党员，我在前；我是场长，我带头。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张景坤基本没有休
息过。他每天早晨 6时 30分就会到岗调试

红外线测温设备，他说：“我年轻，这个电子

设备容易操作，也可以让年纪大的师傅多睡
会。”只要他调试好设备，就会提前开门，方

便一些赶着去上班的顾客买菜。他组织开展
防控疫情宣传，组织管理人员一起不间断巡

查菜市场，发现问题，马上整改，平均每天的
步数上万，带领保洁工和一线管理人员打扫

卫生和消毒，常常亲力亲为。

针对可能变化的市场供应，他提前动员
经营户坚守市场，备足货源。春节菜市场上，

有 80余户经营户留在上海过年，他深入摊
位，主动关心经营户生活、家庭情况，帮助解

决生活上的困难，稳定经营者队伍；坚持设
立平价专摊，让百姓吃上放心菜。

豆制品铺经营户张师傅告诉记者，张景

坤很和气，平时非常照顾大家，碰到下雨下

雪天，会用广播提醒大家在进货和回家的路

上慢一点。双汇肉铺经营户殷士兵补充说，
张景坤看到哪里不干净都会自己干，看到有

走路不方便的老人家会扶着人家买菜，“真
是我们的好榜样”。 本报记者 屠瑜

    静安区临汾社区景凤小区物业水电工哈兵已

经干了 22年，和居民们结下深厚感情。这些年，他
坚持实行“24小时全天制在岗”，常常在业主报修

10分钟内，就拎着工具箱出现在业主家门口。今
年春节以来的一个多月，哈兵天天奔波于小区各

处，帮助宅在家里的居民排除水电方面的故障。
他表示：“宅也要让大家宅得舒服，不为水电问题

烦恼。”

小年夜，哈兵的一名同事回江西老家过年，小

区 1400多户人家的水电维修就只能依靠他一个
人了。疫情期间，居民天天待在家里，水电使用率

高，故障率也比以前要高，每天的报修少则四五
单，多则八九单，漏水、断电、换灯、翻水斗、通下

水道等，每次维修少则 1-2 个小时，复杂的花几

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哈兵平均每天要干活 10

个小时。

哈兵的家人提醒他，新冠病毒会通过粪口传
播，修下水道一定要当心。哈兵说，这是自己的工

作，做好个人防护就行，该通的下水道还是要通，否
则会影响很多户居民的卫生安全。

长时间的作业，使哈兵的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

病又犯了，疼痛难忍，每天戴着腰托上班。医生说需
要开刀，哈兵总想着疫情期间人手紧张，还是再坚

持一下。“再过几天，同事就可以回来上班了，那时
候再看吧。”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清扫消毒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想把粗活做细，

考验的不仅是耐心，还有责任心。”保洁员沈丹华告
诉记者，从数控门的扶手到电梯间的按键，凡是人

接触的地方都得消毒，使用面积近 1500平方米的
临港行政服务中心大厅一番清扫下来，需要耗费两

三个小时。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行政服务大厅的人流也
在慢慢增长，办事人员进进出出，因此消毒工作丝

毫不能马虎。”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窗户通风，
然后回到走廊尽头的工作间里做好保洁前的准备

工作。“84消毒液得按照 1:5的比例稀释，把拖把放
在里面浸泡后拧干，开始拖地。拖完后再用喷洒壶

喷一遍消毒水，保证所有角落全覆盖。”沈丹华说。

拖地只是沈丹华工作的一个环节，她每天还得

在 36个办事窗口前放好医用酒精喷雾、摆放入口
等待区的 1米隔离带、更换电梯按键上的保鲜膜和

卫生纸，并清扫 1楼卫生间和茶水室。
如此庞杂的工作，沈丹华一天要做 3-4 次。

“第一轮清扫得在 8时 30分前完成，大家午休时大
厅封闭起来打扫一遍，傍晚 5时窗口人员下班后再

进行最后的清场和消毒。”

“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在临港行政服务中心
工作的第一天起，看见墙上‘金牌店小二’的标语，

我就觉得把环境打扫得干净整洁，让办事人员觉得
舒心、放心，也是一种服务。”

本报记者 杨欢

检验员舒鹃娟：

也害怕，但必须做，不能退面对面与病毒“近身搏斗”

检查员周芳：

被“嫌弃”也要守住家持“枪”站好入沪第一岗

民兵周子顺：

民兵也是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通宵值守，眼见地上结了霜 居委会干部张安明：

再难也要做好，没有退路看守老旧小区“老伙伴”们

警察陈宇：

我不先上谁上“虹桥诸葛亮”巧对发烧旅客

菜场场长张景坤： 我是党
员，我在前；我是场长，我带头看到哪里不干净会自己干

水电工哈兵：

宅也要让大家宅得舒服24小时待命 维修随叫随到

保洁员沈丹华：

我用心消毒 你放心办事一人负责 1500m
2服务大厅

58岁，最多一天爬楼50多次
除害站员工李建祥：

隔离户的垃圾总要有人收

致敬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龙 王凯 李铭坤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