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拥有近300万粉丝
的B站年轻“UP主”拉宏
桑，前不久上传了最新一

期“隔离日记”Vlog，记
录下自己误打误撞成为

楼组长的经历。

“以后请叫我楼长！

以前做英语课代表都没

有这个感觉。”刚开始被

居民们“推选”时，还是学

生的她有些小嘚瑟，但很

快就体会到了楼长肩头

沉甸甸的责任。

当大家烦闷时，拉宏

桑会在群里暖心安慰大

家“熬过去就会胜利”；当

邻居有需要时，她马上站

出来，忙着一次次沟通联

络；当整楼居民的核酸检

测井然有序，拉宏桑被大

家点赞“楼长组织得力”，

她害羞又高兴地笑了。

成为楼长的经历，让

拉宏桑逐渐成长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邻居的温暖：

“封楼前大家谁也不认识

谁，但自从建了群大家关

系一下子就亲密了，邻里

间的小温暖很好缓解了

负面情绪。”

拉宏桑神采飞扬的

记录，让屏幕前的我们

不禁莞尔。如今上海疫

情正处于最吃劲的关

头，我们需要这样的青

春热情，为抗击疫情注

入年轻力量。

年轻人思维敏捷，体力充

沛，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

更熟悉智能手机，擅于网上“冲

浪”，及时获取信息咨询。在社

区各单元内，我们可以更好发挥

年轻人的才能，鼓励青年力量参

与抗疫、凝集智慧。

事实上，不少年轻人已经

“逆行”一线。无数医护人员的

年轻脸庞上，留下了口罩深深的

勒痕；志愿者“大白”“大蓝”背负

老人的背影，可靠稳重。即使宅

在家中，不少人也在行动，他们或

是在楼栋内组建物资共享群，或

是贴心地为隔壁高龄老人留下一

张“有需要联系我”的暖心纸条，

或是热心组织社区团购接

龙，或是“花式投喂”一线抗

疫人员……年轻活跃的“上

海好邻居”，为封闭社区注

入暖流。

在嘉定区马陆镇崇文

社区，有一支基层抗疫“90
后”团队。社区党支部书记

潘晓喆1990年出生，却已
在基层工作六年，社区副书

记严倩玉1992年出生，两
位社工分别是 1995年、
1999年的“95后”，还有一
位1991年出生的协管员。
崇文社区3月5日就开始封
控管理，4月1日前刚刚解
封几天，又纳入新一轮核酸

筛查。30多个居民群、工
作群轮番上阵，100名志愿
者主动集结，探索出“居民

接龙-团长下单-居委派
单-大白配送”的物资发放
无接触一条龙服务……这

支嘉定区最年轻的基层居

委班子，在关键时刻挑起了

最重的担子。

在松江区永丰街道，有

一支统一接单的“配药娘子

军”。她们都是来自街道机

关各科室的年轻人，其中更

有1999年出生、刚刚参加
工作不久的妹子。从原来

不怎么去医院的“配药小

白”，到如今挂号看诊取药

“生活技能”点满，她们的成

长让人欣慰，也为许多困难

人群解了燃眉之急。

更有“技术流”小哥发

挥才能，设计编程代码解决

老人核酸检测登记难题。比

如，26岁的上海选调生李思
同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敲代码、写

程序，制作了健康云核酸登记二

维码自动生成程序。自此，青浦

练塘的老人们核酸检测登记二维

码不用再让志愿者一条条手动录

入，极大提高了效率。

在抗击疫情最吃劲的关头，

困难越多，越需要你我守望相

助。如今，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

一个人，都是这场疫情防控大仗

硬仗的“战士”。面对考验，许多

“90后”“00后”和青年党员团员
迎难而上，迅速成长为社会栋

梁。我们也期待更多青年加入

其中，关爱邻里、志愿服务、贡献

智慧、展现才能，汇聚“青春有

我、抗疫有我”的年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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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信心加强动员统筹资源力量

聚焦关键重点压实责任坚决打赢阻击战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月7日至8
日在上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社区管控、风
险人群转运、方舱医院建设运行救
治情况，看望慰问援沪医疗队伍。
孙春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加强动
员，统筹资源力量，聚焦关键重点，
压实各方责任，发扬连续作战的作
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早日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参加相关活动。
7日晚间召开的座谈会上，孙

春兰听取工作组对上海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的汇报，深入研判、分析问题、
再抓推进。8日，孙春兰前往嘉定区
江桥镇嘉海社区、浦东张江纳仕国际
社区，实地了解阳性感染者和密接人
员转运隔离情况，要求刻不容缓、分
秒必争、即查即转，以最快速度阻断
病毒传播。她叮嘱区和街镇负责同

志，要进一步加大干部下沉力度，充
分发动和组织社区志愿者，切实打通
小区配送和群众服务“最后100米”，
及时保障好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近
日，一批新的方舱医院紧急投入运
行，孙春兰先后来到新国际博览中心
方舱医院、徐汇区龙耀路方舱医院、
普陀区跨国采购中心方舱医院，实地
考察方舱运行和管理，了解医疗救治
情况，与上海医务人员及天津、湖北、
江西、山东等地援沪医疗队亲切交
流。孙春兰鼓励大家弘扬伟大抗疫

精神，向疫而行，精心救治，全力护佑
每一个生命。同时，要做好个人防
护，坚决防止院感。
孙春兰指出，面对传播快速的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只有以快制快，
加快工作推进、加快任务落地、加快
目标完成，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的攻坚战。方舱医院建设要再提
速，推动建立市级抓统筹、区级抓责
任落实、各单位各方面支持配合的
机制，加快方舱医院交付，促进治愈
转归，提升周转效率。核酸和抗原

筛查要高质量开展，理顺采送检报
全链条工作流程，优化完善信息系
统，加快混管复核速度，为转运隔离
提供高效支撑。要加强医疗救治工
作，坚持同质化规范化治疗，分类收
治，中西医结合，提早介入轻症救
治，精心呵护儿童、孕产妇、高龄老
人等特殊群体。要将专家抗疫科普
工作和生活服务保障工作更加紧密
结合起来，更好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引导市民群众团结一心，支持配
合各项防疫措施落地落实。

孙春兰在沪调研指导，要求连续作战早日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 李强龚正参加相关活动

“我大概率是阳了,有点遗憾”
浦东新区惠南镇建欣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杜小燕连续奋战20多天“倒在决赛圈外”

杨

洁

吃住在居委、连续奋战了20多天后，浦东新区惠南镇
建欣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杜小燕接到一通电话，“你的核
酸结果异常”。“我大概率是阳了”，杜小燕马上意识到。
今天，记者拨通了正在隔离的杜小燕的电话，她声

音沙哑，虽然在隔离，但仍在“遥控指挥”。“从3月初到现
在，我和小伙伴们一路从初赛、复赛、打进总决赛，现在
‘倒在’决赛圈外，真的有一点点遗憾。我期待与你们共
同奋战，但更希望我出来的时候，‘战斗’已无需存在。”

医生说:为什么不及时看病呢？
杜小燕告诉记者，接到医生电话告知核酸检测结果

异常时，她并没有太大的讶异，因为此前的抗原检测结果
是“中队长”。医生询问她有没有发热、喉咙痛等症状，杜
小燕说，没有发热只是喉咙痛，之前核酸检测一直正常。
“喉咙痛为什么不及时看病呢？”医生忍不住责备她。
“从3月11日核酸检测开始，我们脖子上就挂着对讲

机、‘小蜜蜂’（一种扬声器）、金嗓子喉宝、扫码卡片的‘几
件套’，喉咙就没好过。大家声音都是哑的，喉咙一直在
痛，痛了快一个月没好过。原来，喉咙痛也是感染的症状
啊！”回想起来，杜小燕恍然大悟，让医生哭笑不得。
这波疫情发生后，社区工作量翻了三倍，但8名居委

干部折损一半，仅有的2名“男丁”全部倒下，此前搬米、搬
菜，为居民保供，他们都是主力。一天晚上11时，一批大米、
油等保供物资到达居委。为了把它们尽快送到居民手中，
居委召集楼组长带了志愿者来帮忙。3个小区里有2000多
名居民，光大米就有几百袋，一袋袋扛到居民家中，全部搬
完已经凌晨2时多了。大家甚至连擦把汗的时间都没有，
马上连轴转，为当天早上6时开始的核酸检测做准备。
“社区里很多都是从浦西动迁来的老人，有的人不

会用智能手机预约二维码，有的连智能手机也没有。为
了节约时间，我们先用打印机帮他们打印好二维码，每
次都要打印200多页，方便了居民，也加快了检测流程。”
杜小燕说，等到忙完这些已经天亮了。
现在居委“硕果仅存”的是4名“90后”的女孩，都任

劳任怨。最年轻的女孩1998年出生，工作不久的她经过
“战疫”磨砺，已经挑起大梁。

居民说：你慢慢养病，外场有我们!
“严格说来，我所在的建欣苑居民区还是个‘准居委’，

目前还挂着‘筹’字。2020年11月26日成立，因为疫情至
今还没正式‘翻牌’。”尽管如此，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尤其
是疫情后，居委通过挨家挨户“扫楼”等细致的工作，已经
和居民打成一片，成为疫情中“同舟共济”的坚实基础。
听说杜小燕生病了，居民们纷纷打来电话关心慰问，

“你在里面慢慢养病，外场有我们，放心好了。”“你们是
革命的火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有个别居民不理解指
责居委干部，居民们还会主动“伸张正义”，“我们的居民
区书记已经很好、很辛苦了好吗？”

尽管居民区书记被隔离了，小区的核酸检测已经形
成了规范的“手势”，在居委、物业、居民志愿者等组织下有
条不紊地开展。据了解，为了节约医生资源、加快进度，医
生只负责人采样，扫码、发管子、贴标签都由志愿者等完
成。2000多名居民的核酸采样，节约了一半的时间，更加
保障了居民的安全。

她说：凝聚力体现在一双双手上
危难之处见真情。在杜小燕看来，凝聚力是很抽象

的东西，但是在当下，凝聚力体现在一双双手、一串串核
酸数据、一个个回收的抗原检测结果。“在工作量翻三倍
的情况下，支撑者是我们社区、职能部门、党员、志愿者
和物业公司。以小区为单位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以楼组
为单位，成立了物资配供数据组；在惠南镇经发办的配
合下，社区流动车开到了小区门口，解决部分民生问题；
志愿者队伍从原来的30多名，增加到160多名。”为了给
居民配药，惠南镇社区事务中心的下沉机关干部和志愿
者们，每次装了2大箱病历卡，扛回4麻袋药品。他们为
居民奔赴不同医院配药，有时候还要白跑，垫付好费用
买好药后，再一一整理分类、挨家挨户分发到居民手中。
杜小燕是一名“80后”，儿子今年初三面临中考，但离家

前，她只是对丈夫说，“你好好带儿子认真学习”，就再也顾
不上小家；手机24小时开机，连洗澡时有电话也不担心错
过、马上开免提接听。自从这波疫情发生后，她下意识“屏
蔽”了家人尤其是父母的微信朋友圈。而自己可能“阳”了
的情况，对家人更是一个字也没提，生怕他们担心……“我
相信，‘阳’只是过程，‘阴’才是终点！” 本报记者 宋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