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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两个14天”再回家睡踏实觉
营前村支书马杰：睡在办公室打地铺，打电话说到喉咙哑

    本报讯（记者 陆常青）昨天上

午 11时 10分左右，有热心市民向
记者爆料，杨浦区眉州路靠近平凉

路路口，一名外卖员突然倒地，不省
人事。有热心市民发现情况后，第一

时间上前救人，最终在热心市民和
120医护人员的接力下，外卖员面

色逐渐好转，被送医救治。

据现场市民介绍，当时这名外

卖员在骑电瓶车时，突然连人带车

摔倒在地，当即不省人事。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这名外

卖员倒地后，脸色发白，嘴唇发紫，
看上去已经没有了意识。当时有多

位热心市民帮他摘下头盔，跪倒在
路面上接力为其做心肺复苏急救。

还有热心市民帮忙拨打急救电话。
在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前，现场抢救

措施没有中断。

而医护人员到场后，从热心市

民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为外卖
员做抢救措施。“整个过程大约持

续了 10分钟，经过大家的接力抢
救，外卖员的面色逐渐好转了，随

后被抬上担架，送往医院。”现场不
少市民表示，要为当时在场的热心

人点赞。

骑车外卖员倒地不醒
热心过路人接力救助
120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往医院

本报记者 杨欢

寒风萧瑟的冬夜里，有一种力量让人觉得温暖，那是
无数奔波忙碌的身影，坚守在抗疫一线。古有大禹治水，三
过家门而不入。如今，浦东新区祝桥镇营前村党总支书记
马杰，同样为了疫情防控，家在咫尺却不归。

营前村解封已近一周，但马杰仍然回不了家。因为他
家所在的祝桥镇航城七路 450 弄金湾佳园小区，由于疫
情影响目前仍处于封闭管理中。这意味着，马杰前后两个
14 天都无法回家。

■ 马杰（左）晚上就在这间办公室

打地铺 采访对象 供图

    昨天，记者在营前村居委会的

二楼办公室里，见到了马杰。一进
门，就看见被褥垫在地上，外套折起

来充当枕头，还没来得及换洗的衣
物散落在沙发上……显然，简陋的

办公室临时充当了起居室的功能。
对于记者的突然造访，马杰显

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连忙起身，从

一堆衣物中清理出空余的角落，招
呼我坐下。“实在抱歉，这几天太忙，

根本顾不上收拾。”过去的

20多天里，马杰白天忙着沟
通协调村内的各种事务，晚上

累了，就在沙发旁的空地上打地
铺。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让他

看起来有些憔悴。
“不是已经解封好几天了吗？

怎么还在办公室里打地铺？”面对

记者的疑问，马杰分享了自己有家
难回的经历。

    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但不

敢耽搁片刻，披件衣服就赶紧出门

    营前村紧靠着川南奉公路和

灵通路，面积有 1.5平方公里，居
住在村里的居民近 3000人。11月

9日，因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
此，营前村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实

行封闭管理。此后的 14天里，有人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有人临时造

访，却被意外留下；还有人一心扑

在防疫工作上，有家不回……

11月 8日晚上 9时 35分，马
杰接到电话，告知村里出现疑似新

冠肺炎病例，需要立即赶回营前
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

信。因为平常一直是疫情防控常态
化管理的，村里近期也没有外来人

口返沪。但听到电话里工作人员的

语气很急，我不敢耽搁片刻，披了

件衣服就赶紧出门了。”马杰没想
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将

在营前村度过。

“决不能让病毒传播扩散，决不
能让营前村民一人受感染！”11月 8

日深夜，浦东新区领导在江镇社区
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了不

容置疑的要求。马杰从家中赶到营

前村，立即协助医务人员转移密接
者，安排对村宅进行消杀，排查区域

内人员流动出入情况。9日凌晨，防
控指挥部下达全村封闭管理指令。他

又紧接着安排施工人员，落实材料物

资。这一晚，马杰在村里奔波数次，
汗水浸透衬衣，来不及休息片刻。

连着好几天没睡好

    9日早晨 7时，营前村 8个出

村道口完成封闭。紧接着，村委干
部要在 3个多小时内，给医疗部门

提供村域内每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名
单，配备核酸检测所需的桌椅、电源

等辅助器材，并组织村民进行核酸
检测，工作强度之大可想而知。

核对检测名单时，一个难题摆

在眼前：营前村在册户籍人口
2000多人，其中 800多人属于动

迁进入小区居住，还有 1680多名
外来人口。早上封村时已有不少人

离村上班上学，也有不少途经营前
村的临时滞留人员，还有道口封闭

后外出返村的。为摸清底数，马杰

带着村委干部分组进村，挨家挨户
上门调查。从天黑到凌晨 4时，他

们走遍了全村每家每户。这一天，
营前村 7名村干部的计步器显示

数据接近 20公里。
连着两夜没合眼，马杰累得直

不起腰，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累

了，他就躺在村委会的沙发上休
憩。但沙发又软又窄，躺久了腰疼。

马杰就在地上铺了垫子，凑合睡。
“其实根本睡不着，心都是吊着的，

害怕有什么紧急通知。一闭眼，满
脑子都在想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14天里， 营前村就有 150多车次的 120?护车进进

出出，堪称营前村“历史之最”

    从清晨到深夜，马杰的手机铃

声一直响个不停。在他的通话记录
里，9日当天，他与祝桥镇江镇社区

党委书记黄坚的通话多达 68次。营
前村封闭管理的 14天里，两人通话

次数累计高达 408次。

“全村封闭后，居民无法进出，

一些人不理解，我们要苦口婆心地

劝说，遇到紧急情况也得想办法沟
通协调。”马杰告诉记者，营前村有

50多名病人需要定期就诊。封闭期
间无法出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人外出配药成了一大难题。为此，

防疫指挥部、江镇社区、营前村组成
了三方联合医疗组，村干部上门收

集村民医保卡、病历本、药品清单，
传递给社区工作人员，社工李旭峰

化身为配药特快专递员，来回奔波
于浦东各家医院，把一袋袋药品送

到道口卡点。配药难题由此解决。

11日下午 1时多，村委会接到
求助电话，一名租住在 10组褚家宅

的女性要到医院做产前检查。村委
干部第一时间联系了浦东新区人民

医院，请求医院指派救护车接走产

妇。产妇刚到医院便提前分娩。
类似的突发状况还有很多。马

杰告诉记者，14天里，营前村就有
150 多车次的 120 救护车进进出

出，堪称营前村“历史之最”———因

为封闭管理期间，村民上医院必须用
120救护车接送。有人因意外被割伤

前往医院急诊，有老人因为久病而亡

故……为了这些老老少少，为了居民
们的安全健康着想，祝桥镇付出了极

大的心力和努力。

    停车在路边小睡，柴帅帅醒来发现封村了！ 他被安置

在村委会住下来，还当上卡点缓冲区的快递运送员

    营前村封闭期间，为了照顾好

村民们的生活，马杰和其他村委干

部们连轴转———白天坚守道口，为
村民接收传递快递包裹；夜晚巡逻

村域边界，维护村宅平安。
在道口卡点志愿者队伍中，有

一位误入营前村界的安徽亳州小伙

柴帅帅。11月9日凌晨，他驾车从闵

行浦江镇送妻子到浦东机场赶航班，
返回途中困倦不已，一个转弯就近在

灵通路找了停车位小睡，醒来时却发
现道口设卡出不了村。“当时，我们安

慰他不用担心，在村委会里安心住下
来。他就和我们一起打地铺，后来还

主动申请加入卡点志愿者队伍，当上

了卡点缓冲区的快递运送员。”
截至 11月 23日，营前村连续

14天内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经上
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从

11月 24日 0时起，将营前村由中
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回不了家，马杰就继续待在营前村安心工作，在马杰

看来，“解封”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

    11月 23日，晚上 6时，营前村

灵通路通向川南奉公路卡点，车辆
人流鱼贯而出，马杰长舒一口气。经

历了 14天的封闭管理，营前村终于
迎来“解封”。

回到办公室后，马杰准备打包
衣物，回家洗个热水澡，吃上一顿暖

胃餐。但没想到，就在营前村解封同

一天，他所居住的金湾佳园小区也
被列为中风险地区，自 23日起实行

封闭管理。

金湾佳园小区距离营前村不

远，平时马杰开车上下班，十几分钟
就到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疫情，他

根本想不到，短短几公里的回家之
路，竟要用上一个月。“不怕你笑话，

我带的衣服都快换完了。办公室里
没法洗，攒了一大堆。”

回不了家，马杰就继续待在营

前村安安心心地工作。他已经适应
了打地铺的生活，晚上和家人视频

时，妻子总是心疼地叮嘱道，“夜间

寒凉，注意休息。”他则笑着安慰，

“放心吧！我现在倒头就睡，呼噜打
得比平时还响。你和儿子就安安心

心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如今，营前村村民的生活已恢

复正常秩序。但在马杰看来，“解封”
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接下来

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要扎牢疫

情防控网。等我们村周边区域整个
风险等级全部降低了，我才能回家

好好睡个踏实觉。”

这边解封自家又被封

    心都是吊着的，害怕有紧急通知；一

闭眼，满脑子都想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一天与领导通话68次

安置滞留小伙“送快递”

接到电话连夜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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