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丰上海快递小哥王晓溪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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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两年，王晓溪从普通快递

员成长为管理人员，靠的是踏实肯
干、勇于担责、迎难而上，他说：“我

是退伍军人，更是党员，无论在什
么岗位上，只要不忘初心，多下功

夫、多动脑筋，就能把工作做好。”

堪称“活地图”

37 岁的王晓溪来自江苏，当
过 8 年兵，2019 年来到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上海区通州分部当快递
员。他的第一块“阵地”是负责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及三
幢医护家属楼的快件收派，短短数

月，那里的每个角落都印在他的脑

海里，“每天工作路线，好像闭着眼
睛就可以把快件送到客户手里”。

去年 1月底，新冠疫情袭来，
留守上海的王晓溪一人担起一院

的快件收派任务，“当时这里是指
定发热门诊医院，医护人员日夜奋

战，为了减少其他同事的感染风险，
也为了‘往前线送好子弹’，我应该

担负起党员的责任。”王晓溪说。
而这一“冲”，连续 63天无休，

王晓溪坚守在医院的“阵地”上，直
到 3月底随着同事陆续返岗。“只

记得每天戴着口罩、护目镜，穿着
厚厚防护服，在站点和医院之间奔

波，经常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十一
二点，有时连饭都没时间吃，往嘴

里塞个包子解决问题。”王晓溪至
今记忆犹新。

派送“零投诉”

作为“送子弹的后勤兵”，王晓
溪对医院的每批医疗物资都不敢

怠慢。有一次，医院主管给他打电
话，说有 50箱防护服、护目镜、面

罩物资要送来。物资一到站，王晓
溪就立马往医院赶，“我们平时从东

宝兴路上的站点往医院送快件，都

是用电瓶车的，但 50箱物资太多
了，电瓶车塞不下，我就拿了手推

车，来回搬了五趟，才保证在第一时

间送到。”而每一趟，单程都要推着手

推车走路 15至 20分钟，厚厚的防
护服内，贴身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

王晓溪在派送工作中保持着
“零投诉”，也因他在疫情期间的突

出表现，被评为“上海市抗疫先进
个人”。公司也有意培养他，从去年

底开始，他就跟着网点主管学习管
理经验，今年 5月初被调到宝山区

淞宝营业点，成为一名网点主管，
“自己冲锋和带兵打仗不大一样，

但有一点没变，就是自己要带头，
比如今年‘6 · 18’，快件激增，我带

头去做收派，网点弟兄都很服气。”
军人的坚韧、党员的担当，已

融入王晓溪的血液中。他总是干
一行爱一行，踏实肯干，刻苦钻

研，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都力
争做到自己的“匠心极致”。而上
海也不会辜负任何

一个平凡而默默奉

献的奋斗者，总是
给他们更多机会和

上升通道。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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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长三角疫情不平静。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一次次提
醒人们：疫情未结束，防控这根弦，

不能放松啊。

申城社区基层，依法抗疫、科学
抗疫、全民参与，做得怎么样？ 走进
老弄堂， 看看一个社区食堂从舌尖
到心间的“抗疫守则”，就知道了。

外滩社区食堂， 或许， 你也来
过，就在九江路 218弄。 进了弄堂
大门，没几步路，社区食堂就到了。

今年开业没多久，就声名鹊起了。为
啥呢？

一来，地段好，就在南京路步行
街背后，毗邻外滩，寸土寸金，能开
出一家社区食堂，既服务老年人，又
方便白领午餐，难得；二来，非常时

期，社区食堂要保障抗疫、餐饮“两
不误”，其个性鲜明的“抗疫守则”，

很是“弹眼落睛”。

“抗疫守则”，其实就是社区食
堂疫情防控的入店须知， 一共有七
点要求———入店请佩戴口罩； 请配
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并出示随身
码；购买前，请使用免洗洗手液进行
消毒；分散排队打餐，人与人之间距
离 1米以上； 按照工作人员引导，

自觉有序排队，依次购买，并按规定
路线行进； 堂食请于指定就餐区就
餐；鼓励打包外带，请于指定打包区
进行操作。

看看“抗疫守则”七点要求，是
不是很眼熟？对呀，就是“口罩、一米
线”防控要求具体化、个性化，成了
具有社区食堂特色的入店须知。

开业以来，这个“抗疫守则”执
行得怎么样？ 不折不扣， 做到了从

“舌尖到心间”。

王舒， 外滩街道年轻的 “老干
部”，专门负责为老服务，包括社区
食堂。 她说，社区食堂是典型的公
建民营，街道提供场地，负责水电
费用，第三方专业餐饮机构负责运
行，老人登记助餐有优惠，食堂每
天供餐 300来份，营业时间从上午
十点半到下午一点，疫情防控一刻
不松懈。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为了疫情
防控，底楼餐桌撤了一半，堂吃的少
了，外带的多了，于是，每天饭点，弄
堂里，拎着饭盒、端着小锅、抱着大
保温杯的老人们鱼贯而入。 不要以
为， 只有本弄堂的老人才来享受助
餐服务，其实，外滩社区食堂服务的
老人，有外滩街道的，也有非外滩街
道的， 有黄浦区的， 也有非黄浦区
的。 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外滩

社区食堂，服务老人，近悦远来。

但无论从哪里来，来的老人，个
个遵守“抗疫守则”，没有例外。老人
们做得到位，来就餐的青年白领，自
然也不落后，口罩、一米线、尽量打
包外带，防控疫情不掉链子。

人人都说， 外滩是上海的窗口
和名片，看看这个社区食堂，所言不
虚。申城市民，依法抗疫、科学抗疫，

素质靠得住。 不过， 过硬的素质养
成，少不了不间断的引导。 所以，社
区食堂“抗疫守则”里，一再出现“工
作人员引导”，以及“指定就餐区”、

“指定打包区”等等字眼。

重要的事， 反复说。 社区食堂
“抗疫守则”如此，那一场场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更是如此。

所以， 上海市民都知道———当
前， 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

上海作为重要口岸城市和对外开

放门户，外防输入压力大，我们要
因时因势优化策略，科学防控更加
精准，精细化管理更加深入，紧盯
“入城口、落脚点、流动中、就业岗、

学校门、监测哨”，守护市民健康和
城市安全。

同时， 市民朋友们继续坚持防
疫“三件套”、牢记防护“五还要”，做
好自我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热、咳
嗽、 乏力、 嗅觉味觉减退等不适症
状，请佩戴好医用口罩，尽快、尽早
就近前往发热门诊。

一言以蔽之， 疫情未结束，疫
苗、口罩、一米线，很重要。阿拉市民
不懈怠，社区食堂老人能做到的，大
家都可以。

上周，有一个好消息，我国抗新
冠肺炎特效药研发有新进展。 无论
如何，冬天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

为了抗疫胜利的那一天，坚持住！

从舌尖到心间的“抗疫守则”
姚丽萍

新民眼

让武康大楼容光焕发的人
    ———记上海徐房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衡复风貌区保护建筑修缮班组

■ 衡复风貌区保护建筑修缮班组 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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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平方公里，950幢优秀历史

建筑，1774 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
幢一般历史建筑，这是徐汇衡复历

史文化风貌区引以为傲的“家底”，
有这么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些老

房子，为上海人守护“儿时的记忆”
与“城市符号”，他们就是上海徐房

建筑实业有限公司衡复风貌区保护

建筑修缮班组，获得过上海市文明
班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修

缮立功竞赛优胜奖等荣誉称号。

维修内容“包山包海”

今夏，一款武康大楼造型的雪
糕让这个网红打卡点又火了一把，

游客拿着雪糕在大楼前拍照留念。
照片里的武康大楼，外立面焕然一

新，昔日四周盘桓的电线杆、架空线
等黑色“蜘蛛网”消失了，“素颜”的

武康大楼清清爽爽。谁能想到，两年

前修缮班组接到维修任务时可谓
“压力山大”，作为全市首个将历史

建筑修缮、旧住房改造和高空坠物
整治“三合一”的试点项目，武康大

楼维修内容“包山包海”，从室内公
共部位修缮到户外架空线入地，完

成期限才 4个月。
武康大楼外型是法国文艺复兴

式风格，最具特色的就是大面积清

水砖墙及水刷石的古典山花窗

楣等装饰。为了“修旧如旧”，修缮

班组多次邀请专家现场考证，如修

补后的清水砖墙上的纹理，都细化
到按雨滴在墙面下落效果处理为竖

向纹理，从而再现这一经典建筑的

原貌。晾衣架、雨棚等立面附着物方
面就做“减法”，大家在不破坏建筑
特色与保障居民生活条件之间找到

“兼容”，将二楼空调机架全部移至

内天井，规整二楼以上空调机架位
置，做到“横平竖直”，再拆除外立面

雨棚、晾衣架。
风貌区里的多数老房子都住着

居民，保护老房子，也要改善居住品
质。在淮海中路 1887号等厨卫（里

弄房屋）综合改造中，修缮班组多次
前期勘探，制定施工方案。像康平路

63号，窗户老化严重，屋内漏雨漏
风，班组探讨后选择出最符合房屋

的窗户式样，既提高窗户水密性和
气密性，又在外观上保护房屋原貌。

带出“全能选手”

对于班组带头人顾志峰，大家
开玩笑说：“他不是在修老房子，就

是在修老房子的路上。”从小长在上
海里弄的顾志峰就对老房子有特殊

感情，后来进入建筑行业，对传统木
作、泥作等工艺工法产生浓厚兴趣，

并逐步开始涉足历史保护建筑修缮

领域。他从“小学徒”开始做起，如今

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工匠”。2014

年 9月，他主持修缮黑石公寓，这幢

饱经风霜的大楼水刷石墙面出现开
裂、脱落等问题，水刷石墙面使用的

石料复杂，比例构造独特，修缮难度
很大。顾志峰带领团队仔细研究，先

按照原有墙面标准制作多份墙面修

缮样本，对不同石子进行配比，通过
水泥浆调合矿物颜料，还原石子的

黑色包浆底色，最终实现水刷石墙
面原样恢复与保护。

长期以来，由于修缮传统工艺
掌握在少数艺人手中，传授缺乏标

准化，导致传授水准参差不齐，而老
房子面临大面积修缮。通过十几年

摸索和钻研，顾志峰建立起适合企
业文化特色和历史保护建筑特点的

管理体系，并将这套成熟的管理模
式传授给新人。如今，这个修缮班组

已是拥有 28人的队伍，平均年龄
35岁，本科学历占了半数以上。跟

了顾志峰 12年的“大师兄”岳嘉勇
已是班组核心，他告诉记者，28人

的团队负责了工艺手法收录、材料
研究分析、文字资料保存、管理人员

培养、实操人员指导 5个方面的工

作，“项目不管大小，每一个都包括
这些工作，而且班组团队个个都是全

能选手，样样能上手。”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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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缮班组作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