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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有些杂乱的办公室，临时堆起

的纸箱，窄窄的休息椅，简单的餐

饭，不停地奔波……这是普陀区石

泉路街道书记工作室带教书记陈文

伟和年轻社区干部们，一个多月来

的生活常态。从3月底起，今年69

岁、当过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的陈文

伟，在不同的社区忙碌、支援，带教

抗疫两不误。

中宁社区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社

区，面积大，就意味着闭环管理上会

有不少困难。“一开始，有很多事情社

区干部从来没有做过，手忙脚乱就会

出一些小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

“老书记”陈文伟沉入社区支援徒弟

们。接下来，不论是组织居民做核

酸，还是分发政府大礼包等社区里一

系列琐碎而又重要的事情，她都是带

头干，没有一次缺席。在一次药品发

放时，要先把药品一份份打包好，她

做到手指头都磨出了血。

“言传身教是最好的老师。参

与其中，才能更好体会到社区工作

的不易和年轻干部的辛苦，也才能

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和指导他们。”陈

文伟说，进入社区带教年轻书记，主

要就是希望在实际工作中教会年轻

人开展社区工作的方式方法。

在石泉路街道信阳第二居民区

指导抗疫工作时，陈文伟发现由于

社区人力有限，居民区党组织书记

和主任，每天都把大量时间和精力

耗费在收集医保卡、配药发药、保供

发菜等事务性工作上。陈文伟认

为，这样不利于社区整体抗疫工作

的组织安排，便第一时间和街道党

建办商议，下沉一些机关干部，同时

调配更多社区报到党员志愿者参加

志愿服务。“我们对有限的居委会工

作人员重新安排，将下沉干部和党

员志愿者组成配药小组，从而把书

记和主任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

来，发挥‘领头雁’的组织协调专长，

真正把社区抗疫工作牵起来、统起

来。”

陈文伟把以前拆违、攻坚等工

作中的群众工作方法，手把手教给年

轻社区干部，让他们越是在特殊时

期，越要增强与群众的沟通，社区工

作人员要以最大的耐心对待每一个

居民，特别是有诉求有怨气的居民，

不管问题能不能最终解决，都要把相

关情况解释清楚。陈文伟经常用这

句话教导年轻书记们：“对待居民要

报以最大的耐心，多一些爱心，少一

些急躁，才能多一分理解和支持。”

无论是以前担任居民区党组织

书记期间，还是当前重返社区抗疫

一线期间，陈文伟的手机始终对居

民公开，并始终保持24小时在线。

她耐心接待居民来访、接听居民来

电，听他们“吐吐槽”，和他们谈谈

心。无论时间有多晚，她都会和年

轻的社区干部们分析复盘每一天抗

疫工作内容，总结经验、补齐短板。

吃住在社区2个多月了，陈文伟

抗疫期间没有回过一次家，只有谈

起家中年幼的小孙女时，一度哽咽。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书记工作室带教书记陈文伟

沉入社区重返岗 带教抗疫两兼顾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我们

一直居家不外出，平日里做好日常

杀菌消毒工作。如果要出门就戴好

口罩，随身携带酒精，口罩也要及时

换，不要舍不得，保护我们自己就是

保护我们大家！”老港镇花园新村小

区的秦老伯说。今天，记者从浦东

新区老港镇获悉，该镇作为浦东首

批申报“无疫小区”的街镇之一，目

前13个村居均申报“无疫村”或“无

疫小区”，实现镇域全覆盖。

秦老伯是一名党员志愿者，疫

情期间，他和老伴隔离在家，相依相

守。他所居住的花园新村正在积极

申报“无疫小区”创建，得知此情况，

秦老伯也积极申报了“无疫家庭”的

创建。

记者了解到，老港镇注重挖

掘党员家庭、先进家庭等具有邻

里影响力的代表，带头参与“无

疫+”创建活动，凝聚社区村居民

自治意识和行动力。“花园新村于

2015-2016年度、2017-2018年度

均荣获浦东新区文明小区称号，

自本轮疫情开始以来，小区内没

有发生过一例阳性病例。在老港

镇第一批申报创建‘无疫小区’的

5个小区名单中，老港居委就有3

个。”老港居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一些“明星小区”纷纷带头创建，

并带动其他小区和居民积极加入

到“无疫家庭”“无疫楼道”“无疫

小区”的创建活动中。

老港镇党委书记江臻宇表示，

老港镇坚持党建引领，以家庭为细

胞单位推进“无疫+”创建，把“无疫

家庭”创建作为“无疫+”创建的细

胞工程。通过以点带片、以片带面，

以自治共治为方式，切实做到群防

群控、联防联控。

本报讯（记者江跃中 通讯员

丁婉星）“交通路3193弄快递领取

不规范！”前不久的一天，万里街道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中的监控摄像

头，发现小区居民在小区门口非“无

接触”领取快递物品情况，便实时指

挥调度现场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

劝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包思卓

表示，“‘无疫小区’的创建需要人人

参与，不管是街道、居委会，还是居

民们，都要加入到这场创建活动中

来，才能创建更多的‘无疫小区’，把

‘无疫小区’变成‘无疫社区’。”记者

今天了解到，普陀区将“无疫小区”

创建作为巩固清零攻坚成果、统筹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键一招抓紧抓实，已成功创建“无

疫小区”394个。

普陀区在市里创建规范的基础

上，制定了“十个到位”的一级指标，

即检测筛查到位、出入管理到位、个

人防护到位、快递管理到位、清洁消

毒到位、垃圾清运到位、服务保障到

位、物资供应到位、信息宣传到位、

组织发动到位，并进一步细化为三

级指标体系，形成30项创建任务，既

做到创建标准清晰，又做到评审把

关严格。为了确保出入管理到位，

万里街道对辖区内小区出入口、店

面、单位门口共张贴“场所码”2605

张，并要求人们出入小区等场所，都

必须先扫码核验。

普陀区坚持创建为民、创建靠

民，形成全域创建、全员参与的创建

氛围，形成“争创小区-入围小区-

冲刺小区”的梯度创建路径，同步推

动创建“无疫单位”“无疫场所”“无

疫楼宇”等，实现全覆盖。

东方路近潍坊路越江专线公交站现场直击——

这条线，连通东西承载乡愁

“明星小区”纷纷带头
“细胞工程”以点带片

“十个到位”人人参与

■ 越江线排队候车处，执勤民警接受乘客咨询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普陀创建“无疫小区”394个

浦东老港镇13个村居均
申报“无疫村”或“无疫小区”

昨天上午10时30分，东方路近

潍坊路一个公交站前排起了一两百

人的长队。穿着防护服的司机说：

“你应该凌晨4点来，那时队伍有五

六百人，都是等了一夜的乘客。”

这是疫情封控期间上海唯一

一条从浦东到浦西三大火车站的

越江线。在全城公交停摆的日子

里，这趟公交车承载了太多急切

的乡愁。

陪妈妈出差的小男孩
长长的队伍里大多是年轻人，

只有一个小男孩。小男孩踩着一

辆滑板车，拉着一个卡通迷你行李

箱，和妈妈排在队伍里。妈妈张女

士是一家企业的人事经理，公司马

上要复工复产，派她去杭州招人。

因为爸爸也出差在外，家里没人照

顾，张女士只好带上儿子一起出

差，好在也不影响上网课。他们暂

无回程计划，因为想等到上海全城

解封时再回家。

戴着棒球帽、墨镜的小谢和

弟弟排在队伍的末尾。小谢说他

们是广东湛江人，此前在一家粤

菜馆打工。他是服务员，弟弟是

厨师。可能终于要回家了，两兄

弟神情轻松。小谢说饭店已经好

久没开了，呆在出租屋里没事可

干，老板又不发工资，于是想索性

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说。

女孩乐乐一个人带了两个大

箱子。她是广州人，在上海一家艺

术培训机构做老师。这次因为个

人原因急着要回家。上午8时，她

就从龙阳路的出租屋出发，拖着箱

子艰难地步行了两个多小时才到

了这里，好在半路有个摩托车手带

了她一程，让她感到很温暖。

急哭了的等结果的人
公交站旁的地铁出口处，或

坐或站的还有一些神情焦灼的

人。原来他们都是因为核酸检测

结果没出来，不符合“48小时核酸

阴性”这一上车要求，只能在一旁

“在线”等结果。

张先生是安徽宣城人，疫情

前他来上海找工作，好不容易通

过了面试和培训，还没开始正式

上班就遇上了疫情。在上海封控

了两个月，对未来有点迷茫的张

先生决定先回老家。昨天一早做

了核酸，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检测

结果一直出不来，他只好在旁边

干等。如果赶不上这趟车，他可

能得在车站露宿一晚。

正聊着，下地铁的楼梯处传

来一个女子的哭声，周围围了一

些人。原来他们一行六人买了当

天中午12时15分回老家的高铁

票，但20日上午9时做的核酸检

测结果还没出来。眼看要赶不上

车，而家里的麦子急等着收割，几

个人急得直掉泪。他们都来自河

南鹤壁市淇县北阳乡良相村，今

年3月趁农闲来上海做短工，来了

没多久就被封在出租屋里。一个

小伙子在一旁安慰他们，提醒他

们马上重新抢票，相对前几天来

说，现在火车票好买一点了。

守候回家路的“的哥群”
现场停了一辆警车，几位民

警在维持秩序。他们最忙的工作

是回答回家心切的乘客们各种问

题。潍坊新村派出所副所长朱剑

峰介绍说，这条越江专线4月1日

正式开通，由巴士一分公司和三

分公司负责运营，专为浦东到浦

西乘坐火车、飞机的乘客服务。

越江专线一天发车25-28次，终点

是虹桥火车站。中途经停铁路上

海站、上海南站。清晨5时首班

车，晚11时30分末班车，而从虹

桥回程的车要次日凌晨1时才

到。为了服务离沪乘客、维持现

场秩序，派出所专门在边上设了

个卡点，24小时值守。

朱剑峰说，一周以前，因为出

门没有现在方便，来乘车的旅客

并不是很多。早些时候会有一些

因为核酸证明或车票问题上不了

车又回不了小区的人，派出所视

情况会安排他们进临时安置点。

工作中，他们又发现一些抵沪乘

客到达浦东后没有交通工具回不

了住地，深夜时分又冷又饿，为此

派出所和出租车公司联系，特别

成立了一个“的哥”微信群，民警

协助乘客在群里“发单”直接对接

用车需求。最近无论出发还是到

达的乘客都越来越多，“的哥群”

又扩容新增了12位司机。

11时47分，一辆满载乘客的

越江线出发了，记者的车一路跟

随。大巴畅通无阻地行驶在空旷

的道路上，靠窗的乘客始终望着

窗外，就像来到一座新的城市。

12时46分，越江线顺利抵达

虹桥火车站。乘客纷纷下车，快步

走向候车厅。乐乐说，终于可以回

家了，好激动，突然有点想哭。

今天起，包括轨交10号线、机

场专线在内的更多越江交通恢复

运行。希望所有离沪的返乡人，一

路顺风。

本报记者 沈月明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