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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看不得老人和小孩吃苦”

一
起
坚
守

日记我的抗疫

“收到，马上到！”
24小时待命，浦东书院镇转运人最常说的是——

租客拉起“盖四英雄”志愿队

我近期在上海

的时间比较多，因为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上

海的“大书”。3月16

日起，我滞留在浦东

的喜来登酒店。没想

到，在这个房间里一

待就是三十多天。3

月28日之前的三四

天，我们这发现了一

例阳性患者，于是我

所在的这栋楼就被

封了。

从我现在的房

间向外望去，外面的

春天多美啊，鸟语花

香，但我只能在这个

房间里向外张望。

城市里的一草一木

与我们默默站在一

起，它们还在奋勇生

长，坚守着这个城市。

我每天就两件事，一件是整理

前段时间采访的内容，整理思路，

另一件就是关注上海的疫情。作

为一名写作者，这次的疫情对我的

写作产生了影响，每天频繁下楼核

酸，让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上海

的疫情对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此的

人都有直接关系，我一边经历疫情

一边联想到了之前自己曾经经历

过的几次疫情——非典疫情、2020

年的新冠疫情。这次的疫情与

2003年非典疫情，有些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2003年，我在写下的

《北京保卫战》中谈到了当时民众

的恐慌心理。这次上海疫情的时

间节点与之相差无几，人们的想法

何其相似。这是我的亲身感受。

但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上海的这

次疫情传播面更广，带给我的个人

感受也不一样。上海的疫情也好，

非典疫情也好，我觉得，共同点就

在于，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作为历次疫情的亲历者，我可

能对当下发生的事件有更多历史

维度的思考。我们看待上海，要客

观全面地看，上海有很多面，不要

只看到它繁华都市的一面。历史

上的上海经历过很多痛苦和灾难，

我的祖辈在上海奋斗过，经历了一

次又一次的灾难。为了新中国，无

数上海儿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上海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这几天，

我写了最新的文章《艰难时，我们

更致敬上海精神》，上海精神是历

史沉淀下来的，在困难时，上海精

神更能显其力量和丰厚性。现在

是黎明前的黑暗，黑暗马上就会消

失，我相信这一点。

2020年，我写了《上海表情》

和《第一时间》两本书，记录上海防

控疫情的历史。我在写时，一直在

观察，我真心地觉得上海做得好，

碰到事情不慌张、有办法、有智慧、

有能力、有资源，但一座唱着凯歌

的城市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总要遇

上一些挫折，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

生一样。现在我在写这部新书的

过程中，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

题：我们应该怎么审视上海这座城

市？面对这次疫情，我们获得了极

其难得的经验教训。这样的经验

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对我们之后的

城市发展，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一

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如何总结

得更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何建明 口述
徐佳和 记录整理

在抗“疫”队伍中，有一群鲜为人知的“逆

行者”，24小时不间断负责转运疫情隔离等

相关人群，即对密切接触者、确诊病例“点对

点”接送。在浦东新区书院镇，有一支由青年

党员构成的先锋队，他们冲锋在前，快速响

应，构建起辖区疫情防控的闭环，守护老百姓

的安全。

常常“白+黑”连轴转
晚上12时，正当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

时，书院转运组的队员们开启了他们新一天

的任务——转运确诊人员。他们中有的人或

许才睡了两三个小时，有的人或许刚完成一

车转运任务，有的人或许刚回复完一通电话，

但是此刻的他们，却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有

人负责向市区沟通协调床位，有人向村居了

解确诊人员具体情况，有人立即穿戴好防护

服……

“80后”罗佳欢是转运组的队长，3月以

来，她带领着组员们“逆行”在防疫第一线，内

场负责协调，外场负责接送。在她的桌上，放

着一瓶“速效救心丸”。“起初，转运组只有4

个人，白天负责沟通协调，晚上负责转运，常

常是‘白+黑’连轴转，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是

常态。有时刚刚在沙发上躺下，电话就来

了。”一天晚上，罗佳欢忙到半夜才躺下，但辗

转反侧睡不着，突然感到一阵心慌，之后就把

速效救心丸备上了。

疫情防控期间，闭环转运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记者了解到，在书院镇负责闭环转运

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不超过32岁的青年党员

先锋队，他们中既有公务员，也有一线社工，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辖区内隔离人员的

各类转运。

近期转运任务加重，不仅有确诊需要转

出，还增加了接转阴的人回来的任务。转运

组新增加了7名工作人员充实队伍力量。他

们在罗佳欢的带领下，时刻待命，只要电话一

响，无论时间、无论天气，立刻动身出发。面

对转运任务，“收到，马上到！”是转运组成员

在疫情防控期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要转运也要疏导心理
接单、信息汇集、甄别个人信息、联系确

认需转运人员身体情况、与上级相关单位衔

接车辆与隔离点床位、到指定地点与社区人

员汇合、确认被隔离人员身份、转运到隔离

处，一次完整的转运才算结束。

因为转运对象居住的地方不一样，所送

达的隔离点点位也相对分散，所以转运工作

人员要根据名单一个个去接，然后再送到对

应的点位。有时候，一天需要转运的人较多，

再加上转运路程和等待隔离人员顺利安全进

隔离点位耗时较长，他们通常是半夜出、清晨

回。但回来后，他们并不能马上休息，因为新

的任务常常又下达，实在困得不行，就趴在座

位上休息一会儿。

在转运中还会遇到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为了不影响转运进程，他们还得当起“心理疏

导员”，及时化解隔离人员的负面情绪。“有时

也会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人员，得和他们耐

心解释、反复沟通，或者请村里的同志帮忙一

起做思想工作，努力打消对方顾虑。”有一次，

需要转运的人员在临上车时又改变主意了，

转运人员就在凌晨二三时的寒风中耐心劝

说，不仅要做通被转运人的思想工作，还要安

抚车上其他待转运人员的情绪。

“工作在转运一线，再苦再累再难，我们

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罗佳欢说，“盼

望疫情早点结束，能回家陪陪家人、睡个整

觉就好。”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金丹

“我爸妈的蔬菜拿到了，非常感谢！”“大家

配合志愿者和居委会就是最大的感谢，老人的

物资不会断，放心吧！”在长宁区金谷苑有个“4

号楼老人子女群”，微信群里有二十多位独居老

人的子女，关于老人的任何需求在这个群里提

出后，马上会有一支志愿者队伍跟进，大家亲切

地称他们为“盖四英雄”志愿队。

你可能想不到，“盖四英雄”志愿队的队长

是金谷苑4号楼一位名叫穆春晖的租客、一位

普普通通的工厂流水线工人。34岁的他是上

海宝山人，因为孩子上学租房于此，平时和邻

居也鲜有交集。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封控，一方

面楼里很多老人越来越缺食少药，子女又无法

在身边照顾只能干着急；另一方面，居委会工

作量也陡增，要管理包括金谷苑在内的4个小

区，很难顾及每一位居民，因此居民和居委会

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我最看不得老人和小孩吃苦了，这个时

候一定要有人站出来，否则这些老人真的没有

办法活下去，他们根本就没有网购的能力，菜

场又去不了，他们能怎么办？！我们也有父母，

我们要将心比心啊！”于是，穆春晖挺身而出，

和居委会沟通后，说服了居委会同意让他牵头

成立本幢楼的志愿者队伍。

他首先是做好居民和居委会之间的沟通

桥梁，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然后，他在本幢

楼招募了17名志愿者，为安全起见，每次最多

让5名志愿队同时从事配送工作。再之后，

就是采购物资。他每天会统计楼内居民对于

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然后找团长去联系商家，

开的团首先满足老人、小孩和孕妇的要求。

他对团长也是严格把关，要求团长不能存有

私心，所有的进出货都要求报备。

为了让居民放心，他每做出一个决定，都

会事先征求华阳路街道华一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鲍莉的批准，团购的每个环节都做到有上一

级的人来监督。

为了及时掌握老人需求，穆春晖开设了本

文开头的那个“4号楼老人子女群”，然后把他

的手机号码都给到老人和老人的子女。“微信

和电话是双保险，保证可以及时联系到我，我

就是把老人们当作我的亲生父母来照顾。”他

告诉记者，和老人的子女主要是线上交流，和

老人的交流主要通过电话。他会主动关心他

们有什么需要，很多老人对子女都是报喜不报

忧，对子女常常会说不缺东西，对他就会说出

真实想法。

每天志愿者行动结束后，穆春晖都会召开

线上总结会，思考有哪些地方做得不足，“我要

照顾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想在他们的前面，他

们没想到的东西，我一定要想到。”

鲍莉告诉记者，因为小穆为人仗义，是一

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她平时叫小穆是“穆王

爷”。每天居委干部们都睡不好觉，很辛苦，幸

亏有了他们这些给力的志愿者，才让大家一直

坚持到现在，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

本报记者 屠瑜

一位脑梗患者因小区楼栋封控十余天，面

临断药危机。徐汇公安分局民警杨帆接到求

助电话后，深夜连打13家药房电话求药。找

到药源后，他又连跑两家药房，终于为求助病

人买到了救命药，第二天上午就将药送到病人

手中。

“我们楼封控半个月，能否救救我爸爸？”4

月11日晚，徐汇警方接到梅陇九村居民施小

姐的紧急求助。原来，施小姐的父亲患有脑

梗，3月下旬至今已被封控在家十多天，急需补

充“立普妥”和“泰嘉”两种救命药。

当时已是深夜10时许，下沉社区的徐汇

公安分局政治处民警杨帆接到求助后，立即打

开区内药店名录，逐一打电话询问是否有相关

药品出售。由于这两种药十分紧缺，一个个满

怀希望的电话打过去，药店都表示没货。打到

第12家药店老百姓大药房，电话那头终于传

来好消息：“有‘立普妥’，但存货只有两盒。”之

后另一家药店又传喜讯：“‘泰嘉’第二天早上

会进货。”

事不宜迟，杨帆立即驾车前往龙水北路上

的老百姓大药房，买好了“立普妥”。当他回到

驻地徐家汇派出所，已是凌晨1时。因为担心

第二天晚去买不到药，他就在车上坐着睡了几

个小时。第二天7时，他又驾车赶往枫林路上

的京东大药房，顺利买到了两盒“泰嘉”。

买到药后杨帆马上赶往徐汇分局凌云派

出所，请熟悉情况的社区民警孙作为陪他一同

送药。两位民警和施小姐电话联系后，得知她

家因封控多日缺菜，又想方设法搞来一包蔬

菜，和救命药一起送到小区门口。施小姐拿到

药和蔬菜感动不已。“民警彻夜奔波给我爸爸

买到了救命药，还送来了蔬菜，真是雪中送

炭！我们全家都万分感激。”

据了解，因为抗疫任务繁重，杨帆作为徐

汇分局机关民警下沉派出所增援一线，在执行

抗疫任务的同时还要协助处理社区各类警务，

已经1个多月没有回家。

通讯员 黄俊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民警深夜连打13家药房电话

帮脑梗患者找到救命药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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