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岁的孙廉，最近有了一头

花白的头发。

“村里人说我头发白了好多，

我拿手机拍了张照，才发现果然如

此！”电话那头，他笑笑说，“本来就

有白头发，也可能是2个月没理发，

头发长了，所以更明显了吧。”

孙廉是嘉定区江桥镇新江村

党总支书记。今天，正是新江村

作为防范区“有限解封”的第一

天。回首连续两个多月奋战，孙

廉经历过驻村抗疫、感染病毒进

入方舱，再到如今转阴康复归来

继续战斗……这段时间的辛劳付

出，一头华发就是证明。

孙廉所在的新江村，有近

9000人，其中80%是外来人口。

而包括他在内，较为年轻的村委

会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疫情

期间的压力与重担可想而知。

3月28日，抗原检测用品第一

次下发到新江村。“我和村里几个干

部说，自己先跟着教程做做看吧。

第一次做抗原检测，结果一看，我怎

么是两条杠。”回忆起确诊的经历，

孙廉苦笑道，“当时大家还说，书记

别开玩笑了。”孙廉又做了两次，都

是两条杠，大家都笑不出来了。

村里有一间独立的小房间，

周围都没人家。向上级部门汇报

了相关情况，孙廉很快过去自我

隔离。“那时才知道嗓子哑、喉咙

疼可能是因为病毒，我一直以为

是累的。”那一夜，孙廉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一个是害怕，这是人

之常情，就是对可能感染病毒的

未知。另一个就是担心和焦虑，

现在村里的疫情防控任务这么

重，一旦我被感染，那接下来的工

作怎么办？”

后来，孙廉还是住进了方舱，

村里的防疫工作则由江桥镇委派

专门工作组接手。一边接受治

疗，一边和工作组互通情况、商量

防疫对策……孙廉一直挂心着村

里的疫情防控工作，就这样，方舱

的床头柜成了孙廉的办公桌，他

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相关

防疫手势和工作要求，远程参与。

4月12日，孙廉康复出舱。经过

隔离健康观察期后，他又重新回到了

工作岗位。“确诊离开时，我们村里还

没有志愿者。我生病了，大家都站出

来了，有六七十位志愿者。”

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新江

村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村里被

列为防范区，迎来了“有限解封”，

而孙廉，终于有机会把已经太长

的满头花白的头发理清爽了。

本报记者 杨洁

嘉定区江桥镇新江村党总支书记孙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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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忙完新一轮核酸检

测后的金山区枫泾镇枫阳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叶彩凤说，“比第一次

整整提速2个小时。一切越来越

顺了！”虽然工作比之前轻松许多，

但是她一脸的疲惫依旧还很明显。

3月14日下午，叶彩凤接到因

疫情封控管理的通知后，带领整个

团队就投入了日夜作战的极限节

奏。枫阳新村是枫泾镇第一个封

控的小区。“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

们没有经验，也没有‘同桌’可以

‘抄作业’。镇定下来后，我对班子

成员说，我们要做好，做出一个‘可

复制经验’来。”叶彩凤告诉记者。

居委会挑灯夜战，彻夜明亮的

灯光引来更多“同路人”。当晚就

有30余名志愿者联系叶彩凤。15

日中午前，枫阳新村疫情防控临时

党支部委员会成立，并建立起了一

支有60人的志愿者队伍，分组负

担起了核酸检测、收集清运垃圾、

分送外卖和快递等工作。

3月16日、17日，枫阳辖区内

的正荣璟园和佳田苑也相继进入

封控。有了枫阳新村“打前站”的

经验，核酸检测和生活保障工作快

速上路。

3月28日开始的全镇域静态管

理，对其他村和居民区来说，是一道

新的管理考题，而对于叶彩凤来说，

是将已经理顺的工作进一步优化。

枫阳居民区下辖14个小区，近

7500人口。在给居委工作人员分

工作条线的基础上，叶彩凤以初期

设置的6个核酸检测点为基础，重

新规划了9个服务点，每个点位分

别配置志愿者力量负责核酸检测、

买菜、配药等服务。封控初期，枫

阳新村的“配药小分队”效率突

出。3月28日，进入全域静态管理

后，每个服务点更是配备了两名志

愿者专门“接单”配药，整个居民区

每天能处理100多个配药需求。买

菜方面，初期都是居民们“点菜”，

志愿者记录后集中采

购。随后，叶彩凤与志愿者合作制

作了更加便捷、图文并茂的“配送

清单”，让居民勾选。

从3月14日辖区第一个小区

进入封控管理，到上海实现社会面

清零的5月17日，60余天，叶彩凤

只回过3次家。长久不见的家里小

辈看到51岁的叶彩凤后惊呼：“你

怎么像老了10岁！”所幸基层工作

者的辛苦终有回报，随着枫泾这座

小镇复产复商复市的顺利推进，叶

彩凤和志愿者们也调整了步伐，渐

渐回归到日常的工作节奏。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范黎平

金山区枫泾镇枫阳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叶彩凤

“清零”之后重逢
竟像老了十岁

本报讯 （记
者 李一能）截至5

月18日，上海全市

16个区总计创建

“无疫小区（村组）”

14863个，较5月1

日增加8070个，全

市平均创建率为

49%，其中金山区、

崇明区、奉贤区最

高，分别为100%、

95%、90%。

据了解，目前

上海在创建“无疫

小区（村组）”的过

程中，既推动符合

认定条件的居民小

区应报尽报，也鼓

励目前整体或局部

划定为封控区、管

控区的小区，积极

申报创建“无疫小

区”。各区、街镇对

尚未达到标准但主

动申报的居村加强

业务指导，加大支

撑力度，指导申报

小区不断优化服务

管理。同时依托

“社区云”和各区相

关工作平台，助推

居村、街镇直接一

张表在线申报、在

线审核、在线统计，

提速创建过程。

上海各区因地

制宜开展更有针对

性、更行之有效的

创建活动。奉贤区强化分区分级差

异化推进;崇明区采取村居整建制

创建;虹口区下发创建工作指引细

化要求;浦东新区将“无疫小区”创

建与社区管控行动、监测筛查行动

结合起来;金山区统筹推进“无疫小

区”创建和“健康守护”特殊关爱“楼

组党建"三个专项行动。

为了强化激励保障，上海在工

作经费、物资保障、人员配备、考核

评比等方面向“无疫小区”创建工作

倾斜。虹口区将物业企业的防控工

作情况纳入本年度物业达标奖励、防

疫补贴发放等;普陀区将“无疫小区”

创建作为综合考核评比等的重要指

标;金山区对创建成功的“无疫小区

（村组）”优先实行“有限开放、有序流

动”,创建情况列入全区统筹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复市复耕专项考核；静安

区部分街道试点线下超市向附近“无

疫小区”的居民有序开放。

上海各区在创建中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下居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把

“民智”转化为创建的“民治”。闵行

区浦锦街道新浦江城一居委通过完

善“党总支-弄区-临时楼组党组

织-党员户”四级架构体系,整合“弄

长+居委干部+物业人员+志愿者”

四支力量，协商制定疫情防控楼组

公约等，落实各项防疫举措。

目前，上海通过“无疫小区”创

建,社区防疫成果持续巩固，典型示

范效应持续显现，群防群控氛围更

加浓厚，形成了由点及线、连线扩面

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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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5月18日的报道《上海一热心

市民自掏腰包，免费为滞留火车站旅客送盒

饭》引发强烈反响。5月20日，记者再次来到

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又有热心市民前来，为

滞留在此的旅客送饭。

“看到报道，有人尽自己所能地来给旅客

送饭，我是做餐饮的，更要帮大家一把，让他们

在离开前感受到一点温暖。”牛洪水是宝山一

家饭店的老板，看了本报报道后，他也想出一

份力，昨天上下午分别送来300份盒饭，免费分

发给滞留车站的旅客。牛洪水说自己与滞留

旅客们很有共情之处，“看到他们，我不由得想

到自己二十几年前刚来上海时，也曾经历过一

段艰难时期，但是现在我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

一分子，只希望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举动，带

动更多的人传递爱，传递上海的温度。”

记者现场还碰到了全国劳模张国樑，他

同样是看了本报报道，专程为旅客们送来了

热水和300份速食面。对每一位领取泡面的

旅客，他都会说：“谢谢你们来过上海，欢迎你

们再回来！”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潮퓲놨뗀틽랢낮탄뎱 心쇴싃뿍얯캸폖얯탄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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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牛洪水带领员工将盒饭一一免费分发给虹桥火车站外的滞留旅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