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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11日到26日，复工16天，累计送出了两万多个

包裹，位于上海桃浦的菜鸟配送站站长张道嘉终于感觉到

平时那种熟悉的快递节奏又回来了，“现在我们不仅清空

了存量，这两天顾客新买的物资也多了不少，这可是一个

好兆头！”

1993年出生的张道嘉是去年7月才当上站长的，之前一直觉得自己

尚在“学习期”的他，没想到在今年4月却要真正挑起大梁来。4月1日起

浦西开始封控，菜鸟桃浦站暂时关闭了，张道嘉也被“关”到家里了。每

天起床后，张道嘉头一件事便是打开手机，“掐着指头数日子，特别希望

刷到解封的消息”。

熬了大约一周后，张道嘉对妻子刘利说自己不能就这样在家里等下

去了，“单量每天在积压，必须想法子复工”。在他看来，与其消极等待

复工，不如主动争取复工机会。

接下来几天，他一边和公司商量对策，一边向社区争取，终于在10

日拿到了出门的通行许可，接着花半天时间找到一个旅店床位，租到

一台面包车。“没办法，先上再说。”张道嘉在工作群里协调复工，得

知有5名配送员能在第二天返岗，这给他极大的鼓舞，“当时感觉浑

身都有劲！”

由于桃浦站原址拉肯创艺园被封控，11日上午，张道嘉和同事在马

路边支起临时帐篷快递站，十余平方米的地上堆满积压的包裹，6个人穿

着防护服，开启密集送货，“饿了就吃泡面、面包，困了就睡车上”。

桃浦站地处普陀、宝山两区交界，配送区域广，单量大，此前暂停的

10天里已积压近4000件包裹。“我们原先有16个人，现有运力不到一半，

很吃紧。”恰在此时，张的妻子主动来帮忙，随后，返岗员工越来越多，到

26日已有12个人。

17日园区解封，路边临时站也搬回原位。现在，

情况在向好——所有员工都统一住酒店，站点、酒店

两点一线，条件改善多了。每天早7时到晚8

时，他们穿成“大白”去送包裹，又热又累，可

看着每天配送量达到1500单，很有成就感，

居民一句“谢谢”就是最大的奖赏。张道

嘉说，送的包裹里超过七成是米、油、

纸尿裤等生活必需品，而且新单量

还在增加……

本报记者 金志刚

“他是‘人间奥特曼’，我又相信光了。”在叮咚买菜App

的评论区，流传着广灵前置仓站长赵闯的故事，大家之所以

叫他“奥特曼站长”，缘于这个“95后”的微信头像，内涵却是

特殊期间的感动。一个多月来，他带领团队逆行奔跑，为大

家“配送”温暖与希望。

“我晚点给你回电好吗？后台还有千余单配送。”昨天下午5时，电话

那头的赵闯语速很快，他介绍，疫情前，广灵前置仓日单才800多，如今却

超过6000单。几位分拣员每天像陀螺一样在分拣台边日行5万步，送菜

骑手人均每天配送400多单。

晚上8时多，忙了12小时的赵闯总算有空和记者交流，他说：“特殊时

期，大家盼着我们多上货、多配送，尽管很累，但作为站长，我一定要尽力保

障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所谓“日常生活”，有吃饱与吃好两个维度。“我们

附近有不少老年人，不太会手机买菜，只好打电话或微信群找我。”赵闯表

示，叮咚员工没有特权，就算站长也要用手机准时抢菜，但即便再忙，他也

会帮忙下单。“听说收到菜后，有位老奶奶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4月15日送出的1000多个保供蔬菜盲盒，更是广灵站的“高光时

刻”。经历一段时间的“买菜难”，当时周边居民囤菜需求旺盛，叮咚买菜

推出15斤重的蔬菜盲盒，很快卖光了。于是，大家都在微信群里找赵闯，

一长串留言全是“想要”。“豁出去！”赵闯向公司申请补货，很快送来一卡

车蔬菜盲盒，大家开足运力，一口气送到凌晨两点多。“那天下着大雨，但

居民们半夜里还等着，不能辜负他们。”

随着居家日久，大家需求也从“吃饱”过渡到“吃好”，广灵站的10

个“咚粉群”变成找“奥特曼站长”要小龙虾、啤酒、冰淇淋的“许愿群”。

“大家有各种需求，我就去找采购，尽量满足。”赵闯说，最有成就感的一

次，是帮一个小朋友买到生日蛋糕，“孩子爸爸因疫情被封

控到浦东，很久没回家，想安排一份生日蛋糕。我第一

时间帮他抢到，让孩子在特殊时期也吃上甜甜的

蛋糕。”

这份同理心，也来自赵闯对双胞胎儿子的

思念。因为工作，也因为疫情，他有一年多

没回家看望父母和孩子。“特殊时期，我

还是先当好大家的‘奥特曼站长’，也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让我的兄弟们

有空吃口热饭，有时间回家团圆。”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不久前的一个雨夜，穿成“大白”的长白新村街道长二（一）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张晓琼站在一条马路的一侧，心疼地望着对面三位正等

待转运的确诊居民，原本穿在自己身上的雨披已换到其中一位老人身

上。雨哗啦啦地下着，转运车终于从远处驶来，灯光刺破黑夜中的雨雾，

照亮了街道。目送着三名居民上车，浑身早已湿透的张晓琼，这才觉察

到自己的双腿已经冻得几乎麻木了……

连日来，她已把几十名确诊居民送上转运车，每一次都是“扎心送

行”，每一次都是充满着感动的祝福——带着张晓琼满满的叮咛，确诊居

民相信，自己很快会康复归来。

张晓琼做了十余年社区基层工作，来长二（一）居民区才一年多就碰

上“大考”。千头万绪的社区防控工作中，转运病人及密接人员就是其中

一件大事。回顾确诊居民的转运过程，张晓琼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获

悉核酸筛查结果异常的居民虽紧张焦虑，但都很配合。

长白新村街道长二（一）居民区的3700余名居民中，老人占了很大

比例，因此在病员中老人也占了不少。较普遍的一个情况是，许多人给

张晓琼打电话讨主意：“张书记啊，哪能办？”这样的电话往往一打就是

近一小时，来电时间也不分白天黑夜，最晚的还会在凌晨1时许打给张

晓琼，反复问“我哪能办”。说实话，张晓琼也很疲惫，但听到电话那头

的焦虑甚至哭泣，“这个时候不能挂电话，我能做的就是一遍遍安慰、一

遍遍打气”。

昨天中午，一对父子需要转运，此前一天，同住的孩子母亲和奶奶作

为密接人员已转运至隔离酒店。家里才13岁的儿子被确诊，父亲主动提

出：“我们肯定配合转运，唯一的要求是希望让我陪儿子一起去‘亲子

舱’，听说那里有条件上网课……”经街道防控部门和社区卫生中心协

调，父子俩如愿被安排进“亲子舱”。

到了12时20分，张晓琼在楼下接到已穿好自备“大白”防护服的父子

俩，给他们送上防护面屏、口罩、手套及相应告知材料。走出小区，关照他

们上车前把“大白”防护服脱下，放进路边已备好的黄色垃圾袋，留下钥匙

以便今天上门开展消杀……一刻钟后，父子俩坐上转运车。目送车辆渐行

渐远，张晓琼如往常一样，祝福每一个背影，希望他们早日“出舱”。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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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还有人等菜下锅，我们就加快
步伐。经历这轮高负荷运转，我们终将
在城市这方大舞台找到自己的发光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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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
近日，经多方接力，北蔡镇一位怀着双胞胎的孕妇安排到上海

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简称“一妇婴”）待产。昨天，记者采访到北蔡镇

御桥社区党委书记丁敏燕，她是本轮疫情期间医疗转运组的负责人。她

告诉记者，截至4月26日，共有327名孕妇、142名血透病人经转运组协调

安排入院，平均每天要安排近200人次就诊。

前文提到的孕妇的丈夫小王回忆，4月5日，他们常去的浦东医院要

临时转为新冠救治定点医院，暂停门诊、住院等医疗服务，这对小夫妻着

急起来。经本报记者协调，北蔡镇相关负责人、御桥医疗转运组丁敏燕、

锦华居委会为孕妇安排了专业医院待产。昨天，记者辗转联系到丁敏燕，

向她表示感谢，她却告诉记者，已不记得是哪位孕妇了，因为这段时间，有

太多孕妇被协调转往相关医院。

“封控初期，我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满足孕妇和血透病人就诊需求。”

丁敏燕说，在一妇婴附近有个小区，租住着从外地来生产的70多名孕妇，

小区封控，去不了医院，一开始矛盾很大。北蔡镇运用社区党建联建优

势，浦东卫健委也非常重视，联系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为他们随访，许多孕

妇的待产医院都陆续协调解决，孕妇和家属终于安心了。

“北蔡御桥社区有100多名血透病人，一开始，浦东新区可以提供血

透的医院少。为了给病人抢资源，我们要晚上就‘秒杀’申报，让病人早点

排上队。随着上海血透医院资源逐渐畅通，病人基本都能轮上了。”丁敏

燕回忆，压力太大时，几乎每天都要哭一场，但还是要擦干眼泪继续干，

“幸亏团队‘小伙伴’患难与共，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丁敏燕强调，没有团队齐心协力，不可能坚持到现在。北蔡镇医疗转

运组主要由北蔡镇御桥、六里、莲溪三个社区党委的16名同志组成，成立

以来，24小时在线是工作常态。疫情最吃劲时，上海市抗疫突击队来了、浦

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下沉党员志愿者来了……解决了居民配药的燃眉之急。

丁敏燕从3月份开始就搬到单位，奋战抗疫一线，读小学一年级的儿

子仿佛一夜长大了，在家上网课之余，还自己往信封里塞了20个硬币。

“妈妈，我每天晚上拿出来一个，等到信封空了的时候，你就回家了吧。”视

频里，孩子的话语让她牵肠挂肚，“妈妈回家，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抱抱你

……”丁敏燕声音又一次哽咽了。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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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
父母、孩子，
每个人都安
好，我们付出
多少努力，都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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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把快递恢复看作是一
束光，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发出那么
一点微微的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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