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声“共

产党员先上”，

曾在新冠疫情

初起之时火遍

全网，让人提气、

定心。昨天，上海

市委组织部发布

致全市共产党员

的一封信，号召大

家在大战大考中

彰显特殊责任、特

殊担当。

事实上，这波

疫情以来，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

闻令而动、尽锐出

战，不计得失、不

辞辛苦。他们中，

有的曾连续72小

时不停工作，奋战

在抗疫一线；有

的已经退休，却

又重回岗位担当

重任；有的临危

受命，一个人成了

两个居民区的书

记……他们的故

事，让我们看到

共产党员的先锋

力量和炽热初心。

党旗飘扬抗疫一线 先锋力量特殊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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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长宁区新增1例本土

确诊病例，居住于法华镇路457弄一

幢公寓楼内。这天，这幢被封控的公

寓楼各种突发状况不断。新华路街道

番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夏琦不停地在

忙着转运、转运再转运。

当天上午，一位离休老干部突然

尿血。夏琦得知后，一边安慰老人家，

一边迅速和社区医生邱医生联系。因

为邱医生也被封控在家，夏琦通过微

信告知老人的症状。邱医生判断病人

需要转运，夏琦马上填写转运单，拍照

后微信发给邱医生，邱医生再通过社

区医院联系定点医院同仁医院，顺利

将老人转运就诊。

刚转运完，楼里一位小姑娘突然

肚子疼，上吐下泻。夏琦再次联系邱

医生，继续转运。等孩子下午看完病

后，她又联系街道，做好协调沟通，开

通“绿色通道”，把老人和孩子都安全

转运回家，全程做好闭环管理。

本以为晚上可以休息一下，刚睡

下，手机响了。公寓楼里一位杨小姐

在电话那头哭着说：“夏书记，夏书记，

我妈妈手摔断了，这可怎么办，我要打

120！”夏琦一惊，马上缓过神来安慰她

先别着急。随后又是联系社区医生、

社区医院和定点医院，用了一个半小

时，才顺利把杨小姐和她妈妈转运到

医院就诊。

凌晨3时30分左右，医院来电，杨

小姐母亲暂时已无大碍，可以接回。

夏琦又打电话给街道值班人员，安排

转运车辆接回。那一晚，她一夜未眠。

夏琦告诉记者，她是海军退役，入

党29年，做居民区书记也已有5年，

这些年，她的手机除了坐飞机，从来

都不关机，丈夫笑称她是24小时热

线，只要居民有困难，她一定会想办

法帮忙。“做什么事都要带着感情，有

感情了，就不觉得苦。我把居民当家

人看待，他们也同样把我当自己人，我

很开心。”

本报记者 屠瑜

昨天中午突然接到通知，王剑峰急忙赶到一

户刚被隔离的居民家。这家人有两位经过流调，

确定是新冠确诊患者的密接和次密接。密接已转

运，次密接和同住人需要隔离和健康观察。

隔着门反复交代政策和注意事项后，王剑峰

又不断安慰和承诺：居委一定会做好生活保障服

务。处理完一切，已近下午1时，来不及吃中饭，他

又向另一位次密接隔离者家快步赶去。

王剑峰是静安区江宁路街道三星坊居委会主

任。这个居委对应着14个居民小区，6000多居

民。这波疫情发生以来，王剑峰一直处于这样连

轴转的工作节奏之中。最长一次，他曾连续工作

72小时没有休息。“事情实在太多，小区封控、核

酸检测、物资保供、人员排摸、上门宣传……”王剑

峰说，那次是一个小区刚封完，另一个小区接着

封，累得他随时随地都能睡过去，站着都会打盹，

但最终他还是用毅力挺了过来。

和王剑峰一样“忙”的，是他的手机微信。各种

信息纷至沓来，一会儿不看，就亮起无数“红点”。

“很多都是居民，他们有什么事都会找我，各种问题

都有。”王剑峰告诉记者，2020年疫情初起时，他刚

来三星坊居委，从那时起，抗疫这一块就是他在负

责，两年来经历了多次散发疫情的考验，自己也和

600多位居民成了微信好友。

“两年抗疫，脑子里最深的烙印就是任何时候

都不能松懈。居民的事，哪怕再小也要认真处

理。”王剑峰告诉记者，上周有个居民手指受伤做

了手术，到换药清创的时间了，却被封在小区里，

他担心延误换药会造成后遗症，连续两天不停联系

居委干部，执意要出小区。“最后，我们想方设法联

系到闭环120救护车，到现场帮他先行清创消毒，

等解封后，再到医院处理。”

王剑峰的“大白服”背后，写着“孺子牛”三个

字，这三个字像“金字招牌”让居民放心。王剑峰告

诉记者，身为党员，就是要作表率，做先锋。这波疫

情发生后，江宁路街道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以

“孺子牛”精神为指引，“当‘大白’、做‘小蓝’，哪里

需要就往哪里上”，把解决人民困难放在首位。

王剑峰说，这些天，他一直和居民区书记肖俊

一起睡在办公室，虽然每天只能睡2到3小时，但

好不容易睡下后，睡前夜话还是离不开抗疫工

作。“明天做什么？有啥不足？总是讨论了又讨

论，就是希望尽可能想多一点，做好一点。”

本报记者 潘高峰

他的防护服
背上写着“孺子牛”

王剑峰：江宁路街道三星坊

顾赵岚是闵行区虹桥镇东苑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近日，顾赵岚接到紧急通知，虹

桥镇河南居民区一个小区闭环管理，居委

会干部也被关在里面，组织安排他兼管河

南居民区党总支工作。他一下成了2个居

民区近4000户居民的“班主任”。

组织向顾赵岚征求意见时，他斩钉截

铁地说：“请放心，我上！”顾赵岚曾经在河

南居委会工作过9年，从一名社工成长为

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对这里的环境

和居民很熟悉。

根据虹桥镇疫情防控要求，接到紧急

任务电话后，必须在20分钟内赶到现

场。顾赵岚家住长宁，开车赶到工作地最

快也要半小时，在两个居委会间来回奔

波，时间太紧，于是他干脆在居委会附近

的宾馆自费开了房间，如今已经连续10

多天没有回家。

“河南居民区有一个小区要进行48小

时闭环管理。”前不久，顾赵岚在开党总支

会时接到上级电话，他迅速与还在隔离中

的河南居委会干部对接，拿到住户数据，内

勤组负责电话通知业主和租客尽快赶回，

外勤组上门核查。当天下午1时，人员全

部召回，核酸检测顺利进行。

随着疫情防控任务加重，两个居民区

陆续有小区需要闭环管理，东苑居委会2

名居委干部的家也进入闭环，人力不足，顾

赵岚压力更大了。

3月11日，东苑居民区、河南居民区各

有一个小区48小时闭环管理。顾赵岚布

置好东苑居委会工作，又匆匆赶往河南居

委会，工作都落实好，天也快亮了。

据统计，前前后后顾赵岚已经完成了

六七次闭环管理工作。每天清早，他每个

点位都要检查一遍，看物资是否需要补充；

晚上，到点位上再看一遍，检查是否还存在

问题。核酸检测最忙的时候，顾赵岚总是

最晚离开，回到宾馆大都快天亮，冲好澡，

打个盹，不到1小时，又回到了居委会。

高强度的工作，让顾赵岚回想起当兵

时的情景，“就像部队吹集合号拉练一样，

越有压力越是要拼。”

本报通讯员 戎长春 记者 鲁哲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兰岭园的居

民，都把78岁的老党员孙启仲看作“居

委会的人”。

“孙启仲天天都来居委帮忙，这轮疫

情发生后，他来得更勤了，不是在小区门

口站岗，就是参加巡逻活动，还给十几位

老人送餐，有的还要爬到6楼。最多的

一天，他的手机显示，走了3万多步，真

辛苦！”兰岭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蒋玉明

告诉记者。

“人退休了，但党员没退休！”孙启仲

从单位回社区后，又在居委会“上了岗”，

他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党员就是

要多做事情、多作贡献！”每天上午、下

午，他都到居委报到，干一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有时要忙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

3月15日，居民区封控管理，孙启

仲所在的“同心巴士”志愿团队微信群

内立即热闹起来，这个群的成员大都是

60岁以上的老人。大家纷纷“要任

务”，孙启仲主动承担了为十几位老人

送餐的任务。

平时，这些老人的午饭都是送餐员

送达，封控后，送餐员只能把餐食送到小

区门口，再由小区里的人“接力”送到老

人家中。有人担心孙启仲身体“吃不

消”，他摆摆手，“我没有问题的！”

就这样，每天中午，孙启仲一家一家

上门送餐，有好几家住在5楼、6楼，他一

级级楼梯走上去，累得气喘吁吁。老人

们看到孙启仲来送餐，都非常感动，连连

道谢。

有几户老人都90多岁了，孙启仲

说：“比起他们，我还年轻，为他们服务

应该的。”小区封控了3天，孙启仲一连

送了3天，每天步数都在1万步以上，最

多一天跑了3万步。他还总结了一套

送餐心得：一要“快”，从小区外面的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餐食后，必须迅速放进

泡沫保温箱内；二要“明”，每一份餐食

都要按照重点圈出的楼栋号码，以“临

近三栋楼同批次”的方式进行摆放，以便

同批同取同送。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顾赵岚：虹桥镇东苑居民区

兼管2个居民区
越有压力越是要拼

孙启仲：曹杨新村街道兰岭园

78岁老党员
爬6楼给老人送餐

生菜、鸡毛菜、大蒜、萝卜……水灵灵的

地产蔬菜刚刚从田头采收上来，一筐筐堆在

地上。一群“红马甲”围坐在大棚边，正忙于

挑选打包。

这几天，位于松江泖港镇的上海初耕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派忙碌景象。疫情期

间，适逢抢种抢收，又遇订单激增，初耕基地

人手紧张。幸好，有来自松江区农业农村委

的党员志愿者们赶来帮忙。

初耕基地每天可产蔬菜1吨左右，包括杭

白菜、韭菜、生菜、菠菜等，都是有机精品蔬菜，

原本也供应盒马。“这两天订单爆棚了，200份

蔬菜礼盒一抢而空，大多是封闭小区自发团

购的。”基地负责人张玲芳告诉记者，“我们组

织人员采收、分拣、包装，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松江区为生产保供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3月23日夜里，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询问

相关事宜、关心基地情况时，张玲芳向他们求

助：“能不能派些人来帮忙？”让她没想到的

是，前一晚刚开口，次日一早就有6个“红马

甲”来到基地门口：“我们到了！”

6名志愿者4名是党员。年纪大的干起

农活来十分利索，年纪轻的也逐渐上手。眼

见他们在田间地头忙活一上午，理蒜叶、削萝

卜，张玲芳连连道谢：“以前他们是来监管我

们农产品生产安全的，现在，他们成了帮我们

打包蔬菜的志愿者！”

当前，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各蔬

菜生产、配送企业加班加点忙生产、赶订单，

为市民“菜篮子”供应多点发力。松江区农

业农村委组织人事科科长蒋刚伟告诉记者，

区农业农村委系统有超过140人主动报名成

为志愿者。“农时不等人，现在正值春耕备耕

最忙碌的时节，我们的志愿者不仅要做好农

技指导等本职工作，还参与帮助社区核酸检

测等，一些党员更是坚持了两三轮。”

松江区农技中心蔬菜科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松江在田蔬菜长势良好，全区每天可

供应150-300吨地产蔬菜，以绿叶菜为主。

“这几天，我们正在排摸基地需求，准备了可

以播种3300亩的种子数量，主要是青菜、杭

白菜、生菜3个绿叶菜品种，将在近期组织全

区蔬菜抢种。”

本报记者 杨洁

农技干部下乡
采菜、打包样样都干

机关志愿者：松江区农业农村委

中共党员、退役军人、退休干

部、调解员、宣讲员、楼组长……宝

山区淞南镇淞南五村第一居民区志

愿者魏刚的身份太多，早已习惯哪

里都有自己的身影。

但疫情防控这个战场，对于体

力消耗极大，居委会、各部门在征集

志愿者的时候，都有意避开魏刚。

“年龄太大了，78岁，而且身患癌

症，还是让老魏好好休息吧。”

魏刚想不通，他觉得这些完全

不是问题，善于做群众工作、擅长

沟通协调、学习领悟能力强等都是

他的优势，尽管精力不如从前，但

能坚持几个小时自己就干几个小

时，干不动时就撤退，绝不给大家

添麻烦。

不给他布置任务，魏刚就自己

创造任务。在居委干部全体出动支

援其他小区疫情防控时，他主动留

在居委“看家护院”，确保居委工作

“不断档”。少数居民不理解疫情防

控，他就用自己多年人民调解积攒

下来的“人脉优势”，跟这些“老朋

友”讲道理、摆事实，化解他们内心

的顾虑。

小区核酸检测开始后，魏刚又

被居委“战术忽略”，没人通知他上

岗。但他及时关注到微信群里的集

结通知，二话不说就往居委跑。

在他看来，防护服和党员徽章

一样，都是职责使命的象征，虽然没

有固定岗位，但魏刚“眼里有活”：在

点与点之间流动巡查，发现有人不

服从管理，有人发生争吵，有人没佩

戴好口罩，就立即上前。

往往看到老魏来了，大家就不

好意思了。魏刚说：“我不怕与病

毒作战，癌症在我身上都没能取得

胜利，新冠疫情算什么。以后有事

一定要记得叫我。”这是一名老退

役军人、老党员不认老、不服输的

宣言。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魏刚：淞南镇淞南五村第一居民区

78岁退伍老兵
年纪大是我的优势

如果居委干部遇到闭环、隔离等特殊情况，

小区的防控和后勤保障谁来做？人手吃紧，徐

汇区长桥街道汇成一村的73岁老书记“披挂上

阵”，带领社工、志愿者临时组建“抗疫应急增援

队”，奋战在抗疫一线。

3月12日晚，得知小区第二天就要进入

封控管理，居家隔离的汇成一村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王莉萍心急如焚：居委6位干部和社

工都被隔离无法到社区一线。这时，一位老

党员、老书记主动请缨重返“岗位”，让王莉

萍由衷感慨：“已退休十多年的汇成一村居民

区党总支原书记沈桂珍，今年73岁了，她重披

‘战袍’，带领党总支成员、党员骨干、热心居

民、物业、保安近30人组成了汇成一村‘抗疫

应急增援队’。”

当晚，这支队伍迅速集结。89个楼栋3700

多人的社区如何“临危不乱”？现场“总指挥”沈

桂珍将这支增援队细分成生活、保障、通信、应

急等8个小队。第二天一早，沈桂珍身边出现

了一支20多人的“夕阳红小分队”，平均60多岁

的老人一个个楼栋召集居民检测核酸，并在核

酸检测现场维持秩序。

慢慢地，围着沈桂珍报名志愿服务的年轻

居民也多了起来：“小区里有一对小夫妻是中科

院的，还有一位是律师、一位是华东理工大学的

体育老师，一看到我就说‘我也要做志愿者’。

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看我们一个个楼栋召集居民

做核酸，马上说‘我也是党员，也来参加好不

好？’”

几天下来，核酸检测现场秩序井然，但就医

配药难、缺乏生活物资等“急难愁”随时会有。3

月16日一早，一位癌症病人身体突感不适，现

场志愿者马一鸣第一时间上报。半小时后，这

位居民被120救护车送至医院及时就诊。

天天要吃的“救命药”如何配送？沈桂珍和

社工王佑允拿到了40多本居民的医保本，药名

和数量一一登记在册，每天上传到微信群中，再

由街道、居委协调社区医院配药送药。

怀孕一个多月的准妈妈王佑允一直奋战在

抗疫一线，甚至来不及做孕检。她说，这些天跟

着老书记学到的是“遇事不推诿”，而是想尽办

法去解决。“在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脚踏实地

为居民做事的方法。”

本报记者 袁玮

居委干部隔离
73岁老书记“披挂上阵”

沈桂珍:长桥街道汇成一村居民区

“你今天忙完了吗，晚上吃了什么？”晚上

8时左右，浦东高桥镇的沈红伟给丈夫陆志

成发去一则微信。直到第二天凌晨2时，丈

夫才回了消息，只有简单两个字：“还好”。

虽然两人相距只有1公里左右，但已经

20多天没有见过面，被周围人开玩笑称为

“时差夫妻”。昨天，记者分别连线沈红伟和

陆志成，听到了“时差夫妻”背后的故事。

还记得那只医护人员破皮的手吗？他

正是来自陆志成所在科室的医护人员。陆

志成今年57岁，是第七人民医院医学检验

科主任。最近，检验科从每天5000管左右

的核酸检测量猛增到五六万管。年轻技师

罗嘉俊“破手”的那天，忽然来了个万管“大

单”，到凌晨4时才完成，成为检验科忙得

“飞起来”的真实写照。

为了加快核酸检测效率，从3月初开

始，陆志成就干脆住到医院里，已经很久没

有回家了。他带领检验科全体人员加班加

点，每天都是凌晨才能睡下，最忙的时候连

续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妻子每天都会

发消息关心我，问我晚上吃了什么之类

的。但我的回复基本就几个字；因为实在

太忙了，有时候第二天凌晨才能回复她。”

最让陆志成内疚的是，3月21日是妻

子沈红伟的生日，但他忙于工作，连一条祝

福短信也忘了发。“平时妻子过生日，我们

有时‘二人世界’，出去吃个饭；或者叫上儿

子儿媳聚聚；有时候送她份礼物，有时候发

个大红包。但这次忙起来全忘记了。”陆志

成告诉记者，等疫情过去，回家之后要给妻

子补过一个生日。

沈红伟的工作其实也很忙。身为潼港

五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她肩负着引导、凝

聚整个辖区抗疫力量的重任。“2020年，基层

已经积累了疫情防控的经验。这次在镇防

控办的指导下，居委干部、志愿者们齐心协

力，网格化核酸筛查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丈夫没有想起自己的生日，沈红伟虽然

有点小失落，还是很理解。因为丈夫平时就

很忙，她有时和丈夫开玩笑，“家里就是你的

食堂和宿舍。”但这次丈夫这么久没有回

家，心里还是很牵挂。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陆志成、沈红伟：高桥镇潼港五村居民区夏琦：新华路街道番禺居民区

“时差夫妻”
相距1公里20多天没见

书记的手机
就是24小时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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