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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这张照片，发回老家，让家里人看

看上海人的爱心！”

昨天下午，即将离开上海返回阜阳的凡春

平，在虹桥火车站外，意外拿到了由上海市劳模

协会送出的爱心盒饭。饥肠辘辘的她，却没有

马上打开盒饭，而是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

给家人。

凡春平笑着说：“上海人真是太好了！”

她不知道的是，递给她盒饭的人，是全国劳

模包起帆（见右图）。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包起
帆和其他劳模一共送出了400份盒饭。包起帆

说：“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各地的人聚集在这

里，把上海建设起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为返乡

者送上盒饭。等到上海疫情好了以后，欢迎他

们回来，我们是一家人。”

这两天，在虹桥火车站外，“谢谢你们来过

上海”的爱心接力，此起彼伏。

市慈善基金会长宁区代表处的志愿者队

伍，在现场发放由光明集团等企业配送的矿泉

水、方便面等。此外，他们还开着援助车，给不

少筋疲力尽的人，提供帮助。

从昨天的情况来看，送给虹桥火车站外滞留

者的物资，比较充足。滞留者可以在多个爱心摊

点，免费拿到物资。现场有消毒车不断消毒，有工

作人员提醒避免聚集，有清洁人员及时打扫。

目前，虹桥管委会对滞留者进行“分类安

置”。有票、有核酸阴性报告的人员，被妥善安

置于停车场安置点。有票、没有核酸报告的人

员，可以在现场直接做核酸检测。而无票、无核

酸报告的人员，则由街道安排到附近安置点，保

障基本生活。这两天，居住在绿化带中的滞留

者，比前几天大大减少。而且，由于轨道交通和

部分公交线路的开通，长时间步行或骑共享单

车抵达机场的人员，少了许多。

相比前几天，更多滞留者脸上，露出了笑容。

本报记者 晏秋秋 孙中钦

更多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虹桥火车站外“爱心接力”此起彼伏，滞留者被“分类安置”

近日看到一则短视频。一
位老人乘坐公交车去医院看病，
上车时提供了48小时核酸阴性
报告。等到看完病想乘车返回
时，却发现核酸报告刚好超过
了48小时，如果走路回家，距离
实在太远，老人在公交车站左右
为难。
在为老人担心的同时，也令

人联想到，近来上海正逐渐复
苏，如何在严格防疫的同时，为
特殊或紧急情况留出“绿色通
道”？昨天，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通报，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公共场
所和居民小区疫情防控管理，本
市推广应用“场所码”“数字哨
兵”核验人员健康信息，具体措
施主要包括：出入公共场所需凭
“随申码”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出入居民小区，
需凭“随申码”绿码等。其中也
有一句话，有紧急就医等特殊情
形的除外。
狡猾的奥密克戎病毒无孔

不入，让这场“大上海保卫战”打
得异常艰难。上海打“硬仗”的
同时，根据防疫形势变化，不断
动态调整战略战术。宏观防疫
政策往往着眼于大局，而最终执
行往往落实在基层“手势”中。
遇到紧急或特殊情况，“一刀切”
固然简单，但也容易引发群众不
理解。此时需要执行者有同理
心，将心比心，灵活运用，才能将
防疫政策落实到位，真正做到凝
心聚力。
上海封控以来，各种矛盾、问题频出。有

问题，就要及时处置。这就是真实的上海。
本轮疫情后，许多医疗机构都要求就诊凭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但为防止患者等待检
测结果耽误救治，4月15日，上海市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
示，急诊患者需要立即进行紧急处置的，医疗
机构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推诿拒
绝、延误治疗。此后，在上海的一些医院，采
用了紧急情况下以抗原检测替代核酸检测的
人性化操作，受到群众欢迎。
“大上海保卫战”越接近成功的时候越需

要高度警醒、毫不懈怠。所以，上海当下特别
强调“场所码”和“数字哨兵”建设，并把常态
化核酸采样点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现代城
市思想家简 ·雅各布斯曾说，“路人成就城
市”。在严格防疫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为那些
身处黯淡时刻的人打上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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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酒店”，庇护无家可归的人
新民眼

在广东路一个待拆迁地
块的一条弄堂里，有一间小小
的“布丁酒店”。这里是50名
疫情期间无家可归者的“庇护
所”。住在这里的，有方舱出
来回不了家的人，租约到期无
处可去的人，打工无着的人，
还有那些本就露宿街头的
人。从4月15日至今，黄浦公
安通过接警和路面巡查，共转
送150余人在这里平稳度过
疫情。两天前，记者走进这家
由待拆迁小旅馆改造的临时
安置点，听四位住客讲述疫情
之下的迷茫和温暖。

■ 广东路上这家小酒店，成了很多人
的栖息之所 本版摄影 记者 孙中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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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

走出青年旅社突然回
不去了

这家已经停业待拆的“布丁酒店”很小，

只有52个房间，目前这里住了50个人。

申秀梅住的是这里的“豪华间”——房

间大，紧靠服务台，也相对安静。这是管理

方对她的特别照顾——正在准备注册会计

师考试，又是唯一的年轻女性。听说要拍视

频，申秀梅提出给她几分钟时间，“稍微化下

妆”。即便是最好的一间，也只能用简单来

形容：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个卫生

间。因为停业待拆，原来空调的位置只留下

一片印痕。

但申秀梅对这里的环境相当满意，甚至

觉得比青年旅社还好一点。一日三餐免费

供应，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申秀梅家在徐州，是南京一所大学的大

四毕业生。春节后她来上海实习找工作，住

在附近的一家青年旅社。有一天因为从超

市买来的东西太多，申秀梅走出旅馆，打算

拿一些放到附近一个亲戚经营的共享办公

空间。等她回来的时候，旅社以防疫规定为

由不让她进门了。无奈之下申秀梅取了行

李住进了那个共享空间。因为忙于备考，她

也没注意核酸检测的通知。5月8日她去做

核酸检测时，工作人员发现了她这个“风险

潜在人员”，马上不让她再回去了。眼看要

流落街头，申秀梅一下着了慌，到处打电话

但没有地方可以收留她。最后在别人建议

下她打110求助。民警很快找到了她，问明

情况，并办理相应手续后安排她住进了“布

丁酒店”。申秀梅说她已经获得上海一家外

企的录用通知，计划等解封就去上班。几天

前她用6张便笺纸写了一封感谢信，表达她

对民警、志愿者们的感激之情，最后一页画

满了爱心。

上饶情侣

街头“纸堡主人”结束
“流浪”

在“布丁酒店”小小的院子里，徐志胜、

叶汉妹接受了采访。徐志胜1995年生，叶

汉妹1991年生。问姓名的时候徐志胜不肯

说，叶汉妹大大方方替他报了名字。这对情

侣来自江西上饶，3月上旬相约到上海来打

工，目标是到大厂当工人。浦东开始封控之

前，他们跑到了浦西。5天之后，他们付不起

也不想再付住宿费了，决定“睡大街”。他们

在新闸路上找了个避雨的地方，四处收集纸

板箱搭了个“纸堡”，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个

月。问他们吃饭怎么办，两人说自己会想办

法买一点，然后所在地的居委会会送一点盒

饭，路过的好心人有时给他们一点方便面、

水，所以日子凑合着也能过。

问父母知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叶汉妹说

她都没敢和家里联系，徐志胜说，我们都是

“报喜不报忧”。两人搭的“纸堡”颇得“好

评”，最多的时候，这一片地方睡了6个人，

都模仿他们搭了“纸堡”。

5月10日，民警找到了他们，请他们住

进临时安置点。情侣二人又惊又喜，收拾一

下就跟着警察走了。两周来他们对在安置

点的生活非常满意，管吃管住，还有热水，两

天一次核酸检测，每天一次抗原检测。问解

封后的打算，他们说会继续在上海找工作。

孔紫颖

老公去世，她走出医
院无家可归

孔紫颖是“布丁酒店”不多的几个长住

客之一。从5月2日住到现在。说起来，她

可能是这个安置点里最悲伤的人。

春节过后，孔紫颖丈夫从国外抵沪并隔

离，其间突发糖尿病并发症，被送进长征医

院治疗。4月中旬丈夫病情危重时，孔紫颖

辗转从广东中山到上海陪护丈夫。不幸的

是，5月2日丈夫病重不治离世。当她走出

医院时，发现无家可归了。到广州、深圳的

航班都停了，打了40多家附近酒店的电话，

都表示不再接收住客。举目无亲的孔紫颖

感到绝望。她一度设想就在医院门口过夜，

做核酸检测的地方有把椅子，晚上可以坐着

睡。门口做核酸检测的小哥看她六神无主，

建议她打110求助。让她意外的是，警察很

快来了，问明情况后，带她去了“布丁酒店”。

孔紫颖说，在她最悲伤无助的时候感受

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家里两个读高中的

孩子知道妈妈的近况后也很安心。孔紫颖

在等5月27日上海到广州的高铁开通，到时

她会带着丈夫的骨灰盒一起回家。

本报记者 沈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