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隔离14天，从
担心、害怕到感动、付出

环保公司杨女士

三个月两次隔离,相
信上海定能渡过难关

软件工程师王先生

当上志愿者，在朋
友圈写日记为大家鼓劲

自媒体创业者吴昉芳

这一轮疫

情以来，申城

不少小区被封

控管理。尤其

是 从 昨 天 开

始，上海对重

点区域内的人

员进行 48 小

时内两次核酸

筛查，更是对

许多市民日常

生活造成不小

的影响。

“医务工

作者、社区工

作人员太辛苦

了！我们要配

合。”“自己麻

烦点没什么，

大家的安全最

重要。”“大家

一起努力，上

海就一定能渡

过这一关！”关

键时刻，上海

市民的理解、

配合、支持，感

动着一线抗疫

者们，也感动

着这座城市。

你我都出一份力 上海一定能渡过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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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入圈”照顾老
母,再麻烦也愿意配合

中学教师凌先生

“让你们封控14天了，给大家衣食住行上都带来

麻烦。非常不好意思，深表歉意……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和疫情防控志愿者也在竭心尽力地保障大家生活

物资配送需求以及后勤保障服务，非常感谢他们。”

近日，江湾镇街道一封控小区业主微信群收到

姜小姐让母亲发来的致歉信，字里行间满是忐忑。

没想到，宽容的邻居没有责备，反而一起鼓励她早日

战胜疫情，回归正常生活。

因工作单位办公楼有人确诊新冠肺炎，姜小姐

成为密接，之后在隔离点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虹口区江湾镇街道根据疫情防控要求，3月9日起对

她居住的小区封闭管理。

姜小姐觉得因为自己的原因打乱了大家的工

作、学习、生活节奏，深感歉疚，于是写信向小区居民

表示歉意，并让母亲转发至小区业主群中。姜小姐

父母说，知道孩子情况后，他们也开始足不出户，尽量

不给别人添麻烦。所幸家里事先买了不少菜，就耐心

待在家里等女儿回家。令姜小姐和家人想不到的

是，大家在群里非但没有抱怨，反而纷纷送上鼓励。

有邻居表示理解说：“非常时期的特殊情况，没

事的，祝你女儿康复！”还有邻居安慰道：“请转告女

儿，不用有心理负担，安心养身体，在如此不确定的

阶段，抗疫防疫是大家共同需要面对的事情，愿她早

日康复，回到家中。”

江湾镇街道三门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唐明珠

说，这些好邻居的回复，让大家看到了新冠疫情下的

人间温情。据介绍，小区封闭管理后，他们就地招募

了60多名志愿者加入防控第一线，每天帮助物业管

理人员消毒小区;电话询问独居及困难老人有什么

事情需要帮助;每天早中晚三次巡查小区，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让小区居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女孩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

我们防疫工作者。这波疫情以来，街道组织了一批

又一批基层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冲锋陷阵，24

小时为居民排忧解难。他们有的拿起电话，成为联

络四方的接线员；有的穿上防护服，深入小区核酸采

样、运送物资、清洁环境；还有的担任快递小哥，提起

群众的‘菜篮子’‘药袋子’，虽然大家很辛劳，但无人

责怪这个女孩。希望她放松心情，早日康复。”

特约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记者 袁玮

昨天下午5时许，中学老师凌先生刚上完

网课，就匆匆赶到老母亲家。母亲骨折卧床两

年多了，都是他一直在照顾。这次母亲所在的

南京西路重华居民区要封控48小时，凌先生决

定主动“入圈”照顾母亲。

昨晚8时30分许，和母亲花了10多分钟就

做好了核酸检测，凌先生连呼高效。“这段时间

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有多辛苦，大家都是看得

到的，我们一定要配合，哪怕麻烦点。因为再麻

烦也不会有他们麻烦，再辛苦也没他们辛苦。”

56岁的凌先生母亲已经86岁高龄。两年

前不慎摔跤，腰椎骨折，一直卧床不起。还好凌

先生和母亲住得不远，每天早中晚，他都雷打不

动地前往照顾，早上帮母亲洗漱送早饭，中午上

完课带着中饭给母亲送去，晚上等母亲睡下再

离开。虽然辛苦，但也习惯了。“这本就是为人

子女应该做的。”

这次疫情让凌先生有些犯愁。尤其是当知

道母亲的小区要封控管理后，凌先生十分为难：

母亲一定要有人照顾，自己还要上网课，妻子也

要照顾娘家那边的老人……时间紧迫，容不得

他多考虑，他决定马上和学校其他老师交接课

程，然后赶到母亲家与她一起隔离。

“其实还好，也就两天时间。我们年纪大，

经历得多了，这种事算不上什么。”凌先生告诉

记者，很长一段时间来，上海的疫情一直控制得

很好，最近出现这一波反弹，虽然对大家的生活

有很大影响，但仔细想想，也是难免的，上海面

临那么重的境外输入压力，人又那么多，流动人

口也不少，稍有不慎，就会“破功”。“但我相信，

只要重视了，就一定能管好。张文宏医生讲的

我们一直在看在听，我们都和他一样有信心。”

对于凌先生来说，支持上海抗疫，支持医护

人员和志愿者，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要见行

动。“就拿这次母亲小区被管控来说，可能我们

家会麻烦点，但也只是麻烦，我觉得，在公共安

全的利益面前，这些都是小事，我们一定会配合

好。也只有大家都配合了，疫情才会最快控制

住，得益的还是我们市民百姓。”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我感觉宅家有宅家的方式，是和去单位工作那种

不同的生活方式。”今早，幼儿园老师蔡虹宇起床后一

边换着床单一边听着线上写作课。“觉得自己还是要多

吸收一点不同知识，才能更好地教孩子们。”

蔡虹宇一家五口居住在金山区枫泾镇枫阳新村，

小区有1000多户居民，于3月14日下午开始封闭管

控，封控后多项工作急需志愿者。蔡虹宇的丈夫夏平

乐是镇属企业的一名党员，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报

名，协助社区医生做好居民的核酸检测任务。维持秩

序、帮助老年人进行手机登记、整理材料……第一天上

岗就忙到了15日凌晨4时，回家稍许休息一会后，又接

着上岗。

“现在的心态比起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没有那

么紧张了。”蔡虹宇还记得，两年多前，丈夫就参加了志

愿者，负责接送转运人员。“当时没有任何经验，我很为

他担心，不断地问我的医生表哥该怎么办。表哥告诉

我，要做好防护，如果没有护目镜的话就用潜水镜或游

泳镜之类的。”蔡虹宇说，那时天很冷，防疫物资也很紧

缺，老公戴着游泳镜，车窗全都开着，转运那些需要隔

离的人，再冷也不敢关窗。

如今，蔡虹宇已经淡定了很多，不再为夏平乐担

心。防控各项措施都非常迅速，新闻里也一直在报道

相关内容和防疫知识，小区里一切井井有条，大家只要

听从安排就好。志愿者们很负责任，也亲切可爱。

“比如，昨天我看到有老人带着小孩出来闲逛一

下，没戴口罩，志愿者马上上前用枫泾话说‘快回去

快回去，口罩都戴着，小孩口罩都要戴着的，尽量待

在家里。’”

因为丈夫做志愿者，公公婆婆两位老人和4岁的

女儿都是蔡虹宇照顾。“把家里人都安抚好，让我老公

没有后顾之忧，做好自己的事情，把心情和身体都调整

好，就是在抗疫，给国家作贡献了。”蔡虹宇告诉记者，

她是带大班的老师，班上的孩子正面临幼升小，有的家

长比较着急，她也一直在和他们沟通，发送一些幼升小

衔接的绘本和信息给他们。

这几天，蔡虹宇收到了很多来自朋友们的“投喂”，

也让她很感动。“知道我被封控后，大家给我买了水果、

蛋糕，还有自家种的蔬菜放在小区门口，突然感觉其实

封控真的没有什么，只是暂时不能出去而已。”

本报记者 屠瑜

好不容易迎来春暖花开，新一波疫情却突

袭魔都。3月4日晚，正在散步的王先生突然接

到闵行区疾控中心电话，告知他属于次密接，

需要回家等待疾控上门接往酒店集中隔离14

天。

王先生回忆当时自己的心情可以用“震惊”

来形容。“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太好，这已经

是我今年第二次隔离。上一次发生在年初，当

时2+12居家隔离，但这次要集中隔离。离家14

天，还是有点纠结。”回家一边整理隔离所需用

品，一边想象这14天要怎么过，收拾完才发现行

李和平时出差需要带的差不多。首先要装的是

工作电脑，打工人、打工魂，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

王先生说，他的工作只要有网络就不会中断，随

时可与同事在线交流，比一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行业幸运很多。

在隔离点，每天的工作时间似乎比平时更

长，经常出差的王先生对住酒店没有太多不适

应。每天常规的核酸检测、量体温，一日三餐

量还有点大。唯一不适应的可能是“酒店桌椅

高度不太适合长时间工作吧”。王先生半开玩

笑地说：“一开始几天常常觉得肩酸脖子疼，后

来尝试每天在房间内适当运动来缓解。”如今

进入隔离的第二个星期，他依旧在忙碌工作，

这也是很多职场“隔离人”的缩影。

每天工作之余王先生也会看看网上的新

闻，关心疫情最新的进展。“如今我的同事们也

都居家办公了，结束这次隔离之后，我的日常

状态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只是，喜欢旅

游的他已经2年多没有出国，如今想出上海都

有困难。“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大家都累了。

还是希望尽快实现动态清零，让我们都能早日

回到那个正常的世界。”

奥密克戎变异株来势汹汹，传播力更强，也

更具隐匿性。王先生说，作为普通市民，遇到隔

离还是要顾全大局。尤其在集中隔离点，防疫

工作千头万绪，有时难免会遇上安排不周的地

方，“大白”总是耐心倾听、解释，在合理范围内

解决矛盾，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理解和配合。

本报记者 解敏

从拨打110报警坚决要翻墙离开小区，到逢人

就做工作劝说大家配合核酸检测，成为编外志愿

者，王老伯短短几天内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这背后的原因，要从几包代购的菜讲起。

3月12日，杨浦区松花江路一大型居民区开始

14天封闭管理。这里有2000多户5000多名居民，

大部分是老人。延吉新村派出所特意安排民警朱

鸣和余茂彪带上行军床，穿上防护服，住进小区七

八个平方米的门房间，成了两名特殊“邻居”。

第一天，两名新邻居就遇上了事。到小区门

口一看，原来是小区居民王老伯着急地要求打开大

门，好出去给附近独居的91岁老母送菜。老伯情绪

非常激动，声称“大不了就从围墙上爬出去！”原来，

王老伯担心这14天去不了饿着老母亲，更担心她不

明情况担惊受怕，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封闭就

是封闭，容不得松懈。两位民警劝了王老伯45分

钟，最后朱鸣想出一个办法：他当着王老伯的面，给

派出所女同事李东凌打了一个电话。李的父母就

住在王母步行五六分钟距离的小区，每隔两三天她

会去给父母送菜，正好给王母一起送。

朱鸣打完电话，王老伯没那么着急了。第二

天核酸检测时碰到民警，又提出一个要求：“我不

会在网上买菜，我喜欢吃清美的豆制品，你们能帮

我买点蔬菜和豆制品吗？”朱鸣一口答应，当即让

同事买来王老伯爱吃的香干，又自掏腰包，在手机

上订菜送到小区门口，自己取来送到王老伯手中。

那边，李东凌已带着新鲜蔬菜两次登门看望

王老伯的老母亲。老太太原本很担心，但听完李

东凌解释，终于放心了，连声说谢谢。

送菜上门是王老伯和两个新邻居的第三次见

面，朱鸣转告他老母亲一切都好，饭菜无虞，老伯

终于放下心来，连声感谢三位民警的热心肠。

第四次见面又在核酸检测时。之前不太配合

的王老伯成了热心宣传的编外志愿者，不厌其烦

地给抱怨买菜不便的老人做工作：“你看，这两个

小青年又不是我们小区的，主动住进来陪我们一

起封闭14天，每天还起早摸黑，我们有什么好抱怨

的？”在这里住了近30年的王老伯，说话还挺管用，

不少老人都配合地加入了排队检测的队伍。

本报记者 孙云

从隔离者到志愿者，从担心害怕到感动付出——

家住潍坊五村的杨女士今天终于解除了

14天的隔离，回归正常。说起这14天的心路

过程，她总结为：从担心、害怕到感动、付出。

3月3日一早，杨女士像往常一样醒来，早

饭后准备送儿子上学，却发现小区被封了，心

里害怕极了：“这可怎么办？儿子正念初三，

伤不起啊！”她急得差点掉下眼泪。还好老师

发来了视频课程，每天还主动把重要内容发

邮箱，答疑解疑，她渐渐放下了心。

作为上海环科淙达水务有限公司的办公

室主任，杨女士日常工作繁忙，但公司第一时

间安抚她，让她安心居家办公，视频会议成了

她的好帮手，同事之间也有了更暖的问候。

更让她开心的是，亲朋好友纷纷给她投

递物质和精神食粮，有自己做的烧卖、馒头，

还有各种蔬菜，有个好朋友还送了厚厚的习

题卷。孩子收到后，觉得题目质量很高，表示

会抓紧时间挑选完成。

3月7日起，小区开始免费送菜，杨女士愈

发觉得生活在上海真是幸福。她天天发朋友

圈，汇报自己的隔离故事，每每获赞许多。

隔壁邻居有一对90多岁的老夫妻，本来

每天有免费牛奶送上楼，隔离后快递只能送

到小区门口。杨女士懂事的儿子主动提出每

天去帮忙取牛奶送到邻居爷爷奶奶门口。

小区里有位每周需三次血透的病患，志

愿者每次都帮忙把病人从五楼抬到一楼，然

后由120对接出去做血透。看到志愿者有条

不紊、夜以继日在小区忙碌，运送无数快递到

各个楼道口快递架，一轮轮提醒大家做检测

……她觉得自己也该做些什么！

三八妇女节这天，经申请她如愿当上了志

愿者，“过了一个最有意义的女神节。”第一次

穿上“大白”防护服，她很新奇地自拍好几张。

半天过去，她闷热得差点哭了，但还是咬咬牙

坚持下去。6楼房子没有电梯，她一层层楼跑，

一家家通知做核酸。对行动不便的居民，志愿

者会陪着检测人员一起上楼采样做核酸。一

天几万步，不在话下。很累，也很充实。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最初得知自己所在的青浦区夏阳街道大

盈小区要实行封闭管理，吴昉芳很无措。但

她很快平复了心情，处理好工作，然后就去到

居委会报名当志愿者了。

签到、领装备穿戴、分组集结……领好任

务，吴昉芳跟搭档一起去扫楼排摸人员信

息。这两天，又忙着指引居民做核酸检测，跑

上跑下，十分辛苦。但每当她打开手机微信，

一条条问候信息都让她感动。“吃饭了吗？上

来吃个便饭吧，辛苦了……”吴昉芳说，一线

工作者正因为被理解、被感动，才有了排除万

难的信念，守护好大家就是我们坚持的理由。

吴昉芳是一名自媒体创业者，除了当志

愿者，她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在朋友圈里写

隔离日记，给大家加油鼓劲。“突发的情况让

城市似乎又按下了暂停键，不过暂停不是结

束……我们不需要英雄，但是当需要的时候，

就会有英雄出现。我们不需要牺牲，但到关

键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

像吴昉芳这样的热心市民还有不少。青

浦徐泾镇光联村的杨晓东和杨永兴更是父子

齐上阵，投入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杨永兴

在光联村地头熟、人头熟，且在村民中有一定

的威信。从最初的数据统计、核酸检测、发放

物资、村民沟通，大小事宜，杨永兴都冲在前

头。最耗时的人员信息排摸，老杨和其他网

格长坚持一遍遍上门，确保数据准确，跑完楼

回来，还要挑灯梳理数据。

核酸检测环节怎么做到有序检测、快速

统计？儿子杨晓东的献策让大家直呼“杨参

谋”。在他的“谋划下”，核酸检测入口让本小

区志愿者把守，因为熟门熟路更好维持秩序；

检测过程，按门牌号每两栋一组进行，严防人

员聚集；一半网格组成员负责指导村民提前

打开健康云登记码，加快检测速度，另一半网

格组成员在出口处，统计每位村民累计完成

的核酸检测次数，摸清底数。方方面面考虑

周详，在杨晓东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小

区核酸检测工作做得有条有理、高效有序。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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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老师蔡虹宇

三个特殊邻居买菜
接力，91岁老母有人管

退休老人王老伯

▲ 3月15日晚7时许，正在全员核酸检测的金山某小区电源突然发
生故障，居民纷纷主动拿出手机，为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打灯照明。停
电的十多分钟，居民和“大白”们通力合作，坚持完成了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黎一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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