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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11

    炎热夏夜，轰轰响的空调往往是影

响居民生活的噪声，没人喜欢听。但近日
一个酷暑夜，枣阳路297弄重新响起的空

调轰轰声，却让居民觉得悦耳。
“师傅，什么时候能来电呀？”不久前

一天下午4时许，枣阳路297弄一高层小
区突然停电了。接到报修后，韩欣带着国

网上海市北供电公司配电运检2班人员

火速赶到现场，居民们像遇到救星一样
围了过来：“大热天没有电，电饭煲不好

烧饭，冰箱不好放食物，怎么办呀。”

面对焦虑的居民，韩欣来不及解释
直奔配电站，“2?配电变压器低压开关

跳闸了。”立即开始维修、试送。不久，居
民楼恢复照明。但韩师傅的担忧并未稍

解，“持续高温下，用电负荷陡增，电网备
受‘烤’验，必须以万全准备防范万一可

能，尤其要防止开关再次跳闸。”他要求

班组人员继续值守待命。果然，当晚10时
15分，配电站2?变压器低压开关再次跳

闸。韩欣马上带领工程队赶往现场。配电

站在小区绿化带，手电一开，蚊虫蜂拥而

上，但师傅们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些。现场
布置好安全设施后，他们就屏气凝神抢

修———换控制器、加润滑油……
“嗡———嗡……”半夜12时30分，故

障排除，供电恢复。小区居民家一台台空
调外机又开始“轰轰”转起，“这是最悦耳

的声音，居民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韩
欣他们如释重负。 本报记者 罗水元

酷暑夜，

小区居民家
空调又转起来了

每月相见几小时 只为守住这个“0”

双警夫妻：
一墙之隔的“异地恋”

拖着行李箱独自走进备勤区，在等候做核酸
检测的空隙里，金婷还是忍不住往远处望了一
眼。岗哨深处，另一栋建筑，是她丈夫蒋晓敏工作

的地方。金婷是南汇监狱民警，蒋晓敏是上海监狱总医院警医，两人的
办公地在同一处大墙内。疫情期间，为了照顾孩子，这对双警夫妻
不得不错开排班时间。半年来，他俩见面的日子屈指可数，每
次只在换防那一天才能短暂相聚几小时。■ 儿子和妻子送蒋晓敏去上班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今天是七夕节，正巧是金婷的生日，也

是她和丈夫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今天，金婷
开始备勤，蒋晓敏正式上岗。那远远的一眼，

其实并不能看到什么。一墙之隔而不能相
见，短暂重逢后又很快分离……这段日子，

他们过得就像牛郎织女，只为共同守住大墙
里的“0”感染。

“妈刚到家爸又走了”

一周前的8月17日，上午10时，金婷结束
了为期16天的“墙内生活”，一家三口终于迎

来了久违的相聚。而短短4小时后，他们又将

分离———下午2时，蒋晓敏背起行囊，轮到他
去备勤了。
“爸在家几天妈不在，妈刚到家爸又走

了……唉，这个‘公司’真不好，我要和你们

上司谈谈！”这天，在送行路上，他们10岁的
儿子炎炎一本正经地板着小脸，稚嫩童言让

人忍俊不禁。
夫妻俩像这样“擦肩而过”的情况，已经

持续了半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1月27日
起监狱开始实行全封闭管理，时至今日，依然

不曾松懈。“听同事说，2003年非典时期监狱
也有过封闭式管理，其实我早就做好了心理

准备。只是没想到，这次疫情竟然会持续这么
久。”金婷说，监管区人员密集，容不得半点闪

失。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大墙外的民警必须
先在备勤区隔离14天，确认核酸检测是阴性

后，才被允许真正上岗。这也意味着，在监管
区的民警需要一口气坚守14天，才有下一批

警力轮换。如今，勤务模式调整为“8+8+8”，

也就是备勤8天、在岗8天、居家8天。
尽管工作岗位在同一个大院里，平时夫

妻俩却见不到面，金婷开玩笑说：“我们是一墙
之隔的‘异地恋’。”2月11日，3月25日，4月25

日，6月6日，6月30日，7月25日……每次换防的
中午，成了她最珍惜的时光。那一天，夫妻俩终

于可以亲眼看看对方，一起抱抱孩子。哪怕，只
有一顿午饭的时间。

三口之家因伤得“圆”

85后金婷身材纤瘦，一头干练短发。她
是监区负责教育改造的副监区长，全封闭管

理开启后，她刚好站了第一班岗。
“1月26日是大年初二，正好是我值班，

那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我们要进入战时最
高等级勤务模式了。”以前值班一般隔天就

能回家，这一次事发突然，金婷连换洗衣物

也没来得及准备，但她与同事都没有怨言。
金婷所在的南汇监狱，是上海唯一以关

押老病残服刑人员为主的功能性监狱，人员
密集、老年病多、抵抗力弱；蒋晓敏所在的监

狱总医院则是大墙内的医疗资源“中心枢
纽”，防疫压力可想而知。

“我们这里患有老年病的服刑人员比
较多，因此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责任感。”和

服刑人员谈心，安排他们打亲情电话，新增
八段锦、专题片等防疫教育……金婷与同

事在做好管教工作的同时，更需时刻留心

服刑人员健康状况，疫情期间的工作量比

平时翻了好几倍。

5月，蒋晓敏的左臂不慎骨裂，请了病假
在家休养。“金婷居家的那几天，我们三口之

家终于有了团圆的感觉。”尽管一家人最多
只是在小区里散散步，但在蒋晓敏看来，“三

个人在一起，感觉就很好。”
伤痛“换来”的团聚是奢侈的。夫妻俩都

知道，在大墙里坚守的日子还将持续一段时

间。“最近有些城市又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可控的。但我们还是不能

掉以轻心。”蒋晓敏说。
“内心当然希望疫情能够快点结束，早

日恢复正常。但我和晓敏都明白，守住大墙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担当。无论是工作还是

生活，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说到这里，
金婷的语气中多了一丝坚毅，“虽然我们聚

少离多，但是不曾分开过。”

“把我也打包进去吧”

大墙里的空间是城市“隐秘的角落”。这
里几乎与世隔绝，连民警也只能使用“警务

通”狱内模式，与外界的联系十分有限。因
此，熟悉的人翻看监狱民警的微信朋友圈，

就能发现他们的值班规律：如果写“拥抱阳
光”，就知道是换防出来了；如果“消失”几

天，那就说明是备勤进去了。

封闭工作之余，家中年幼的儿子成了金
婷与丈夫最揪心的牵挂———无论排班怎么

错开，每个月总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他
们两个人都不在家。孩子怎么办？

除了老人轮流照顾、聘请家教老师之

外，每天晚上，儿子手机上还会定时开“补习
班”。备勤时，可以用手机微信视频；进入监

管区，就只能打亲情电话……夫妻俩只能抽
空远程辅导孩子，检查作业。团聚与陪伴，都

浓缩在小小的屏幕里。
“生日会”也同样在手机上开。今年一家

人所有的生日，都是在分离中度过的。4月3

日，儿子十岁生日，金婷与他视频连线，孩子
在这头，妈妈在那头；7月2日，蒋晓敏生日，趁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提前吃碗面，就是全部的
“仪式感”；今天，金婷生日，同样一切从简。

“等下次我们再一起过吧！”儿子懂事地说。
“孩子其实都懂。我告诉他，爸爸妈妈需

要防范病毒，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只能隔一
段时间回来一下。他说：你们去吧，我能搞

定。”懂事归懂事，孩子撒娇也是天性。有一
回金婷收拾行李的时候，儿子在一旁看着，

突然冒出一句：“把我也打包进去吧，我也想
和你们一起。”虽然他脸上笑嘻嘻的，但金婷

听了，心里酸酸的。
8月17日下午，南汇监狱大墙外，一家三

口手拉着手，在树荫下再享受了一会儿的天
伦之乐。快到门口时，蒋晓敏停下脚步，与儿

子额头相抵，彼此做着鬼脸，来了一场简单
亲昵的“道别仪式”。

“妈妈是警察，爸爸是警医。”车内一对
警察敬礼的玩偶，是金婷特意在网上淘来

的。回程路上，儿子指着玩偶大声说。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