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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会再来人，今晚还得在这儿守着。”

4月 1日 0时 40分，嘉定区真新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薄艳青仍在电脑前忙碌。宽敞

的酒店大堂、简单的桌椅沙发、贴着“办公区
域”4个字的灯罩，这是她未来两周的办公室。

薄艳青是嘉定区一处集中隔离点的负责
人，晚间刚有两批共计 36名隔离人员登记入

住，她正忙着整理住客资料。优化细节、等待

接收⋯⋯3月 31日，本报记者来到集中隔离
点蹲点一天，记录下此间筹备重启二三事。

细节不断磨合预演
嘉定区这处集中隔离点已是第二次“开

张”。2月 5日-22日，这里曾接收 94名重点

地区来沪人员，无一例确诊新冠肺炎，平稳收
官；3月 31日，隔离点时隔一个月重启，这次

准备了 90个房间，接收的是境外来沪人员。
此前的经验让筹备工作进行得颇为顺

利。3月 29日晚，薄艳青接到重新开设集中隔
离点的通知，次日一早，所有工作人员就集结

完毕。一切按部就班，有序推进。

当然，也有些许不同。在记者蹲点的大半
天时间里，大大小小的讨论会、培训会开了三

四场，细节不断磨合预演：
“上一次隔离人员是零星过来，有街道排

摸的，有道口拦截的；这一次是集中转运，还
是多安排一名引导员吧。”

“登记点设在楼道口，可以开放两个楼层
同时登记，按照一人或一户，分批次轮流接

收。其他人就先在车内等待。”
“还有时差问题！我们每日 3次的送餐时

间固定，得提醒他们别错过饭点。”
⋯⋯

下午 2时许，一辆厢式货车停在酒店门
口，是薄艳青向街道申请的洗衣液送到了，大

家忙着一箱箱卸货，分送到每个房间。考虑到
隔离人员从机场过来，可能几个小时没有进

食了，隔离点还准备了饮用水、方便面、小点
心。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免费的“爱心包裹”，内

有消毒粉、体温计、免洗消毒液、酒精棉球、温
馨提示告知书等。

隔离人员何时入住？一批来多少人？什么

时候能收满？在接到正式的接收通知之前，一
切都是未知数，大家所做的唯有等待。

“准备好通宵达旦了？”这个提问显得有
些幼稚，因为薄艳青想也没想就理所当然地

回答：“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做好了 24小
时随时接收的准备。”

留守阿姨再遇“开张”

“那边个子高高的程医生我知道，她之前
一直在这里，待了十几天。”赵阿姨和张阿姨

是酒店“唯二”留守的保洁人员。这个春节，她
们没有回安徽老家过年，也见证了集中隔离

点开设的全过程。
保洁阿姨口中的程医生，是集中隔离点 2

月份的负责人程燕。时隔一个月，医务人员都

戴着统一的口罩、防护帽，穿着白大褂，但赵
阿姨还是一眼认出了她。程燕是真新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这一次不再驻点，
但还是特意赶来，协助筹备工作。

刚刚得知自家工作的地方要被征用为隔
离点时，阿姨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后来看

到清洁区、污染区划分明确，防护措施严格，

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我们天天住在这，就打扫 1楼清洁区，
店长前台、医生护士大家都在一起，也没觉得

离病毒有多近。”阿姨们说，“说不出来有什么
感觉，就是愿意去做，能用得到我们的地方，

肯定要出一份力，赶快让疫情过去就好了。”
2月份隔离点收官，市里派来专业人员喷

洒消毒药水，房间、通道，角角落落都不放过。

后来，陈店长又借来紫外线消毒灯，100多个
房间，每间 1小时，一间间亲手杀菌消毒，整

整花了 10天。经过层层消杀后，保洁阿姨们
才开始上楼打扫。连续居住 14天的房间，打

扫起来工作量剧增，原本阿姨一天可以打扫
15间房，现在只能打扫 4间。

“619 房间，那么一整张纸，写得满满当
当，我印象特别深。”阿姨说，许多房间里都留

下了感谢信，用宾馆提供的纸笔写下的，长的
短的都有。可惜的是，当时医务人员已经结束

工作离开了，阿姨们也不知这些信件能交给
谁，还是清理掉了。没想到，一个月后隔离点

再次“开张”，居然又见到了熟悉的身影，“早
知道，留下来或者拍个照，给她们多好。”

得知此事，程燕淡淡地笑了。延迟一个月

的感谢信，尽管没能交到她们手中，上面写了

哪些动情的话语已无从知晓，但是，这份温暖
最终还是传递到了。

这个“大白”是草莓味的
隔离衣 260套、防护服 200套、口罩 1100

只，还有标明了各种尺寸的手套、护目镜，为

住客准备的消毒粉、温度计，角落里，还摆着
满满一箱备用药品⋯⋯酒店 1楼休息区辟出

一个物资储备间，负责此次物资管理的是真
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师、1993年出

生的潘双盈。

这位 90 后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考
取了中级口译证书并考出日语等级考试 N2。

考虑到这次接收的主要是境外来沪人员，薄
艳青特意安排了这位小小“翻译官”，以备不

时之需。
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心理医生、护士、药

剂师⋯⋯集中隔离点 10位医务人员的身份
不尽相同，应该说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此

外，连日驻守的还有真新新村派出所民警与
辅警，每天共计 6人，轮值三班；特勤安保人

员，每天共计 42人，轮值三班；志愿者，每天
2-3名。

“都行动起来，刚刚接到通知，准备收人
了！”下午 3时 45分，原本宁静的酒店大堂一

下子热闹起来，所有人都进入“战时”状态。
“孟德”“外婆”“大金刚”“波”“静”⋯⋯防护服

上写着各种各样的昵称与名字，16时 20分，
“大白”们整齐列队。

“这个‘大白’是草莓味的。”“可能是樱花
季限定款哦！”外头细雨绵绵，为了防止防护

服被打湿影响隔菌效果，引导员周建红还罩
上了粉红色的雨披，大家围着她俏皮地开着

玩笑。他们的身后，“寒冬已去，暖春即来”“一
路向暖，感恩你我”，大堂内张贴着的正能量

标语，为大家无声加油。

当晚 6时 10分，转运车载着第一批 15

名境外来沪人员抵达集中隔离点。截至记者

发稿时，共接收隔离人员 84人。
本报记者 杨洁

隔离者感谢信时隔一个月“送达”
嘉定区一处集中隔离点筹备重启二三事

    穿好防护服，戴上一次性橡胶手套，计芳

芳非常熟练地拿起透明胶带，在手腕位置缠
了几圈，不过一两分钟，护目镜里已经一片朦

胧。“手套太大了，不缠上一会儿就掉了。”从
说话的语气里判断，此时的她应该在笑：“第

一次看到穿白衣服（防护服）的人来消毒的时
候，心里很害怕，没想到有一天我也穿上了白

衣服成了‘大白’。”

自我约定“再坚持一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计芳芳工作的酒
店成为金山区首个集中隔离点。“我们是 1月

26日上午接到通知的，当时情况比较紧急，酒
店里住着的客人全部清空，客房服务员全员

上岗，做好房间的清洁工作，下午穿着白衣服
的人就来消毒了。”

计芳芳是酒店客房经理，小组一共 3个

人负责客房内部清洁工作。然而，当得知酒店
将被用作集中隔离点，眼看着全副武装的疾

控人员进场时，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那时候主要对疫情不了解，心里害怕，

家里的压力也大，好几个人都打了退堂鼓。”回
想起刚开始接手隔离点工作的那段时间，计芳

芳说“真的很乱”，不是工作乱，而是心里乱，

“说实话，我也想走，可是隔离人员马上就进来
了，我们走了，谁来接手？家里老公也反对，可

转身我还要壮着胆子开导另外两位同事。”

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计芳芳把儿子送到
安徽外婆家后，就入驻隔离点，每天统计用

餐人数、确认订餐情况、点餐、送餐、清理垃
圾⋯⋯“今天中午一共 91份，A餐和 B餐分

开统计，一会儿我们会根据房间号给隔离人
员送上去。”

有人员进出的时候，还要及时做好房间

的消毒工作，洗手台、马桶、浴帘、水壶、空调

网罩，所有细节部位的消毒工作都要做到位。
计芳芳说，这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负责。

“1月 31日，我们客房有位同事还是离职
了，另外一位被我劝下来了。同事走，我能理

解，对留下来的，我说，咱们俩再坚持坚持
吧。”两个人，106间房，虽然没有“满员”，但连

轴转的工作量也不小。“再坚持一天”，是计芳

芳不断跟自己做的约定，至于能坚持到什么
时候，她心里也没数。

而这一坚持，就是两个月。

为期两天的“强制休息”

3月 23日，隔离点一批人解除隔离离开，
一下子空出 60多个房间。根据疾控中心的要

求，这批房间要尽快清洁、消毒完毕，为后续
隔离人员入住做好准备。

“我记得是 25号晚上，我十几个房间收
拾下来，突然觉得很晕，大脑一片空白，可能

是因为生理期加上穿着防护服闷的，我赶紧

蹲下来歇了一会儿，稍微缓了缓，又慢慢把后
面三四个房间收拾了。”计芳芳说，一般清理

一个房间要 25分钟左右，但那天究竟用了多
久，她也说不清了，就觉得“挺久”的。既然不

舒服，为什么不出来？“都已经穿了衣服进去
了，就要把活干完。”计芳芳说，“我第二天就

请求增援了。”
隔离点的工作人员说，计芳芳是被强制

要求休息两周的，但没过两天，她的身影就又
出现在了工组岗位上。

“在家昏睡了两天，睡得特踏实。”之前要
求她离职的老公也对她多了许多体谅，两天

来包了家里所有的事，“连饭也是他送到床边
的”。计芳芳心里清楚，老公之前的反对也是

担心她的安全。
两个多月来，计芳芳“按部就班”地做着

自己该做的工作，除了最初偶尔帮忙买点个
人用品，她和隔离人员几乎没有太多接触，

来了多少人，走了多少人，她不知道，清理了
多少房间也早已记不清了。增援的人来了，

工作比之前相对轻松些，家人也表示理解，
似乎也没什么烦心事了。如今，“大白”最大的

心愿，大概就是可以早日脱下防护服，和家人

团聚吧。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酒店成为集中隔离点，客房经理计芳芳也开启了不一样的生活———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了“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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