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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3月 6日，上海全面启动“机场

24小时驻点值守”，闭环式转运接
送境外来沪返沪人员。在浦东机场、

虹桥机场，处处有“机场转运人”的
身影。昨天，记者走进神秘的浦东新

区“机场转运人”大本营；自投入这
场战疫以来，这里的 280多位志愿

者不能回家，过着“三点一线”、黑白

颠倒的生活。

从迷彩服到防护服
昨天下午，记者到达浦东新区

区委党校，经过事先特许被准入采

访。尽管如此，还是要过两道关。在
大门口测温、登记信息后，领到一张

专门的出入牌，才能进入第二道“关
卡”，在党校最里面的 8号楼周边区

域，被临时设为“转运人”大本营，必

须凭出入牌才能进入。
在 8号楼门口，记者看到几辆

公交车，它们每天运送“转运人”穿
梭于浦东机场、虹桥机场、大本营之

间。“每天上午 8时，将一批人送到
机场，一班值守 12 个小时，晚上 8

时再把他们接回来换下一班。由于

白班、晚班轮番上阵，志愿者过着黑

白颠倒的日子。遇到大客流，还要被
调配在两个机场之间奔忙。”浦东机

场转运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这些“转运人”中，有浦东新

区政府抽调的机关干部，在全市各
区中数量最多，实际转运的人数也

最多；还有公交车司机、民警、社区

医生等。
记者了解到，这些群体中还有

一批脱下“迷彩服”、换上“防护服”
的退役军人。杜庆宝，原来是武警内

卫，去年底刚刚脱下军装，转业到浦
东新区民政局从事双拥工作。疫情

来临，他马上穿上“防护服”，奔赴另
外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白班客

流大，忙碌起来不觉得累。到了凌晨
2时以后，人流变少，机场没有开空

调，寒气逼人；穿着防护服‘闷’出一
身汗，遇上吹来的冷风，还有困意，

格外难熬。”

有人发烧虚惊一场
比起身体的辛苦，“转运人”更

多的是心累，必须随时警惕、严格检

查，防止各种意外情况出现。从机关

到机场，尽管工作方式、工作强度发
生重大变化，工作人员们还是迅速

转换角色，咬紧牙关加油干。
为了确保安全，所有参加机场

转运工作的浦东新区人员都集中入
住浦东区委党校，到今天为止，已是

“转运人”入住的第 12天了。“前几

天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昨天睡了
5个小时，感觉神清气爽。”一位“转

运人”笑着说。
“转运人”要守护“东大门”安

全；他们的安全，也令人牵挂。几天
白班夜班倒班下来，有人累得牙龈

肿痛，还发了烧，大家十分紧张。社

区医院医生检查后无法确诊，又将
病人送往浦东的定点医院；所幸检

查结果是阴性，大家这才松了一口
气。这几天，有关部门又增派人手，

大家的劳累和压力才略有减轻。

爱心“投喂”忙里偷闲
下午，两辆车停在大楼门口。一

辆来自浦东东方有线公司，是为“转

运人”免费开通收费频道的；一开车
门，一阵香味扑面而来，原来他们还

带来了时鲜的下沙烧卖。另一辆车
来自嘉禧文化公司，他们“投喂”的

食品包括果汁、牛奶、咖啡等，正好

提供给“转运人”当下午茶。
在一间物资临时存储点，记者

看到了更多的“投喂品”，有来自浦
东新区政协委员自费集资购买的

N95口罩、护目镜、充电宝；有浦东
新区团委在“白色情人节”前夕，送

来的瑞士莲软心白巧克力；还有不
愿意公开姓名的爱心人士，送来的

1万个一次性口罩等。
昨晚，记者采访完已经是华灯初

上，许多人仍在机场忙碌；当天不值
班的人，从食堂领了盒饭回房间吃好

后，偶尔有几个人围着楼散步，这就
是一天中最“奢侈”的休闲时光了。

岁月静好，无非有人为你负重
前行。“东大门”的守护者，珍重！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东大门”守护者的“三点一线”生活
———探秘浦东新区“机场转运人”大本营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德国回沪 CA936航班上海乘客———

“回家路不易，层层把关令人安心”

■ “转运人”请旅客登记信息 阚磊 摄

    3月 13 日，一张照片、一段视

频在朋友圈热传。画面中，一架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下，密密麻麻

停靠多辆救护车，海关检疫人员、警
察、机场工作人员等严阵以待，被网

友们惊呼“堪比大片”。视频结尾处，
一对在航班落地后搭乘大巴士回家

的上海老夫妻，挥手向人们告别。
昨天，记者独家采访到这对老

夫妻中的杜永平，听他讲述这段不

同寻常的“回家路”。

大爱回家的感觉
“终于回家了，还是中国好，这

好那好，啥都好！”杜永平连用几个

“好”字，表达难以按捺的激动心情。
3月 12日，杜永平和妻子搭乘

这趟“网红航班”CA936回国。去年
圣诞节前夕，他们去德国探亲，儿子

一家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定

居。“我们和儿子、媳妇、两个孙子一
起度过了圣诞节、元旦、春节，没想

到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疫情。”

杜永平告诉记者，看到中国控
制疫情的措施及时有力，而国外的

疫情形势渐渐不容乐观，“小镇人口
不多，疫情并不严重，但饭店里人满

为患，也很少有人戴口罩，让人看了
还是有些担心。”半个月前，夫妻俩

就想提早回国，无奈已经买好的机
票无法改签，只好等到 3月 12日才

踏上回国的路。

不同寻常的航程
3月 12日晚上 7时多，杜永平

从法兰克福搭乘航班回国。和过去

不同，这次近 10个小时的航班没有

提供热食，只提供干点和矿泉水。空
乘人员都戴着护目镜和口罩，氛围

和平时大不相同。“即使是这样，就
餐也是错开的，防止飞沫传播。”他

目测，飞机上中国人和外国人差不
多各占一半。根据之后的新闻报道，

这架航班上共有 286名乘客。

因为疫情，大家在飞机上很少

交谈，偶尔交谈也是简短几句。“我
和妻子本来睡眠就不好，这一路上

更是睡不着。”
第二天中午 12时多，飞机顺利

降落浦东机场。因为疫情，飞机被安
排停靠在机场的远机位，降落后的

回家路也比平时漫长了许多。“飞机

降落后，不能像平常一样直接下飞
机，我们需要在飞机上等候海关等

人员上机检查。后来我们看新闻才
知道，飞机上有 4名发热的乘客，2

人服用过感冒药。他们马上被救护
车转运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

步排查和治疗。”几名身着防护服的
工作人员登上飞机，逐个检查消毒

完毕之后，乘客才分批次下飞机。
之后乘坐的短驳车也比平时

“稀疏”了许多，每辆车的人数少了
将近一半。在提交健康申报表、测体

温、核对信息、扫二维码登记信息等
检疫和通关流程后，杜永平和妻子

领到了“黄标”，这意味着他们在出

关后可以采用居家隔离的方式。“我
从德国回来，这几天德国也被列入

重点国家，所以不能搭亲戚车回去
了。不过，来接我们的大巴士已经在

机场等候了。我家在黄浦区，16名
乘客上了大巴士，司机按照线路把

我们先后送回家。”上了大巴士，杜

永平夫妻俩终于安心了，开心地向
“旅友”们挥手道别，而网上的视频

正好记录下了这开心的一刻。

超级暖心的照顾
虽然“过五关、斩六将”，杜永平

到家已是晚上 7时多，但他说：“回

家的路虽然不易，但层层把关，严密
周全的闭环管理令人安心，对自己、

对别人，都好。”
更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下大巴

士，小区门口已有好几名工作人员

在等候他们，送上“欢迎回家”的暖
心问候，并为他们测量体温等，护送

他们走完到“家门”的最后一段路。

按照规定，杜永平和妻子要居
家隔离 14天。“你们有任何需求都

可以和我们说，随叫随到。”前来接
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我们简直享受到了‘国宾级’
的待遇。”杜永平开玩笑地说，“只要

有快递，打一个电话就有人帮我们

去取；每天垃圾只要定时放在门口，
就有专人上门收取并处置。”

说到疫情过后的心愿，公安系
统退休的杜永平说：“这几天微信、

电话不断，老朋友都非常关心我；希
望大家可以赶快聚起来，闷坏了！”

杜永平的亲身经历，让记者想

到了一段在海外留学者中流传的
话：“出了国才知道，不是每一个国

家，都可以让我们在深夜撸串。疫情
席卷全球的今天，我们才知道：不是

每一个国家，都能做到尽力让每一
个人都平安归来。”

本报记者 宋宁华

环环相扣 既严又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