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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 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 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 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

被
封
医
护
走
出
家
门

就
是
﹃
大
白
﹄

面对日趋严重的乌克兰难民问题，不仅

一如既往口惠而实不至，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竟然还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幕是哈里斯的尴尬瞬间，同时也撕

开了美西方一些国家的虚伪。在乌克兰问题

上，它们显然拥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慈善，

用来站在人道主义高度拱火；一副面孔冷漠，

用来应付乌克兰难民接收问题。

难民让人心碎
战争让乌克兰人背井离乡，甚至妻离子

散，沦为难民。但他们的苦难，却成为别人继

续拱火的工具。

女人伏在棺椁上痛哭、男人手扶十字架

沉默不语、孩子拎着玩具哭喊着走在逃难人

群中……这样的照片足够戳心，再搭配上“乌

克兰人正在哀悼阵亡的士兵”“逃离乌克兰

‘就像你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死亡、毁灭

和寻求安全之旅”等文字，让人怎能不心碎？

然而，当乌克兰难民想要求得一处安身

之地时，美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初最积极

拱火的英国和美国，又立刻将满脸的同情收

起，换上一副扑克脸。

申请签证很难
英国政府推出所谓“乌克兰家庭计划”，

允许乌克兰难民投奔拥有英国国籍、无限期

居留、定居身份或永居证明的在英亲属。“我

们已经将处理签证申请的能力扩大到每周

1.3万份，设立了全天候服务热线。”英国政府

发言人说，“我们与乌克兰人并肩站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持有乌克兰护照的人

更容易来到英国。”

但千万别轻信这番漂亮话。

阿德吉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并在英国

生活了15年。她本以为，作为英国公民，为在

乌克兰的女儿和外孙、外孙女申请签证会容

易些，但事实证明她想多了。阿德吉的女儿2

月底就提交了签证申请，3月1日交出了护

照，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他们被困在波

兰，进退两难，因为没有护照。”

英国公民的亲属都那么艰难，更何况无

依无靠的乌克兰难民。

35岁的达莎带着9岁的儿子逃离了乌克

兰首都基辅，开了48小时车来到西部城市利

沃夫。上周末，他们去了利沃夫的签证中心，

希望通过“乌克兰家庭计划”办理赴英签证，

投奔在英国的姐姐。

可当她本周再次前往签证中心取件时，

却发现签证中心大门紧闭。她被告知，当他

们逃到波兰时必须重新申请签证。可是对她

来说申请签证很难，因为“需要大量文件，而

很多文件我们都没来得及带上”。

只想置身事外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更是在乌克兰难

民问题上置身事外。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波兰访问时大谈特

谈美国对北约国家的支持，然而当一名记者

提到波兰面对众多乌克兰难民时的压力，问

及美国是否愿意为乌克兰难民安置问题采取

一些具体措施时，哈里斯看了看一旁的波兰

总统，放声大笑说“患难见真情”。

“有什么好笑的？”哈里斯的反应，在不少

网友看来是麻木不仁的表现。

杜达证实，他曾要求哈里斯协助加快领

事程序，以便在美国有家人的乌克兰难民可

以尽快与家人团聚。哈里斯承认两人讨论过

这个问题，也承认难民潮给波兰带来了负担，

但绝口不提美国接收难民的问题。

拱火可以，难民免谈，在自由切换的这两

副面孔面前，满怀希望却收获失望的老妇人

赖莎情绪崩溃，泪流满面：“我要回乌克兰！”

她的女儿卡莫里科娃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说

道：“我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本报记者 齐旭

美国副总统说到乌克兰难民竟哈哈大笑

英美：拱火战争起劲 接收难民免谈

每天在外奔波忙碌，对辖区内封

控小区居民进行采样，11日白天正忙

碌着，工作群里突然跳出消息——轮

到自家小区被封控了。静安区彭浦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雅萍有些哭笑

不得，同事安慰她：“雅萍，终于可以躺

平啦。”不过，她可不这么想。

王雅萍居住的小区在广中西路

上，是大型多层住宅小区，足有60个

门栋。小区离单位近，还住着其他4

名女同事。5个人都是单位主力军，

有着丰富的抗疫经验，尤其在3月以

来的这波疫情防控中，更是承担了非

常重的任务，有负责协调联络的，有坚

守单位为职工采样的，有去驻点打疫

苗的，还有进封控场所应急采样的。

眼下防疫工作那么忙，人手已经吃紧

了，一天之内“折损”五员大将，中心主

任李天舒顿时也“无法接受现实”。

“没关系，这个小区可以让我们负

责。”回到家中后，王雅萍和4个同事

立即建起微信群，揽下了协调、采样的

种种任务。头一天晚上，王雅萍失眠

了，直到窗外响起鸟鸣声，她还醒着。

说来也怪，之前工作那么累，像个陀螺

一样旋转，凌晨一两点到家，洗漱一下

倒头就睡，每天都盼着能好好睡个大

觉，这回真的实现了，她却睡不着了。

“心里焦虑，也无奈，同事们在外

面异常忙，我们几个现在帮不上了。

如果条件允许，在里面也要多分担

点。”王雅萍的想法，立即得到张琪尉、

凌燕琴、徐虹和谈春娟的支持。甚至，

她们的家属都自告奋勇，申请加入志

愿者队伍。

封控小区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核酸采样。王雅萍负责协调联络，另

外4人采样，算上外面进来支援的，共

设8个采样点位，每个采样小组要完

成七八栋楼的采样任务，可以说任务

非常艰巨。王雅萍说，由于前期已经

排摸完毕，分批下来采样，从中午到下

午的4个多小时里，各小组同时开工，

赶在吃晚饭前全部完成。

徐虹说，一开始居民微信群里比

较混乱，大家问题很多。“我就在群里

不断回答问题，安抚大家的情绪。”在

之前的采样过程中，她发现很多老人

智能手机都不太会用，更别说在“健康

云”登记保存二维码了。她就在微信

群里建议家里的年轻人提前为老人登

记好，到真正采样的时候，一部手机就

可以扫出全家人的码，然后把标签贴

在采样管上分给采样人员，采样时再

核对信息，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她

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一位102

岁的老人因卧床不能下楼，徐虹就上

门采样。家属和老人都非常配合，“亮

码”毫不迟疑，短短几分钟就完成了。

王雅萍说，白天她穿着防护服骑

着电动车在小区里各个点位巡逻，深

刻体会了什么叫“守望相助”。除了医

务工作者外，无数普通人为了守护家

园，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他们都是

小区居民，平时可能不露脸不说话，一

旦有需要，立即挺身而出。“以前去别

人小区，只顾着自己手里的工作，而在

自己小区逛了一大圈，感受很深。这

个志愿者是隔壁的阿姨，那个志愿者

是楼上的爷叔，很亲切，很温暖。”

王雅萍家中有2个小孩，本来是

交给公公看管。想不到，公公看到邻

居志愿者搬快递、拿小菜，挨家挨户送

上门，也深受触动，跑去居委会登记，

强烈要求做志愿者。而其他志愿者总

是笑着“劝退”他：“你们家已经出了工

作人员了，你快回家帮她带孩子吧！”

凌燕琴是儿保医生，平时她是联

络员，出应急任务相对少。“快教我怎

么扫码！”“现学现卖”的她一边拿机器

扫码，一边维持秩序，“排队请间隔一

米，戴好口罩……”

谈春娟患有免疫系统疾病，一直

靠吃药维持，平时她在单位里负责本

院职工的采样工作，本可以趁封控暂

时“躺平”，但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采

样队伍。

张琪尉更是和徐虹约好，不管谁

先完成工作，马上就去帮助对方。

当然，封控小区有暖心事，也有不

开心的瞬间。一对年轻夫妻坚决不肯

将家里10个月大的婴儿抱下来测核

酸，认为楼下有风险，一定要采样人员

上楼服务。但是，采样人员工作量大，

小区里又有不少卧床老人需要上门采

样，如果大家都这样那样提要求，一定

会影响工作。张琪尉主动与对方沟

通：“我们很理解您，也希望您体谅。

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还要爬好多个

6楼上门采样。如果您实在不愿意将

宝宝带到采样点，可以将宝宝抱下楼，

我在门口采样，可以吗？”最终，小夫妻

采纳了她的建议。

记者采访时，她们刚刚完成封控

小区第一次采样，脱下防护服，筋疲力

尽瘫坐在椅子上。“真的很辛苦，希望

得到大家的配合和体谅。多一点耐

心，少一点抱怨。非常时期，诸多不

便，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没有什么是

过不去的。”徐虹说。而她们也已主动

请缨，14天内共计5次采样任务，她们

都不会缺席。 本报记者 左妍

昨晚11时左右，上海地铁三林基地灯火

通明。随着6号线列车停靠妥当，车辆清洗

班组整装待发。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背

上消毒桶，手持喷洒设备，清洗班组队员开始

了车辆防疫维保工作（见图）。

“按照有关要求，每天列车回库维护后，

上海地铁29个车辆基地中数百名物业保洁

员将为全网列车清洁消毒，三林基地需要完

成6号线80多辆列车的消毒防疫工作。”上海

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虞霖

介绍说，这里列车的消毒工作在凌晨3时左

右完成。

据了解，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上海地

铁严格落实车站、列车、空调滤网等设备的消

毒工作，每天为7000多辆列车、505座车站

（11号线昆山段停运）做好保洁消毒，保障市

民安全出行。

本报记者 陈炅玮 董怡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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