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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周辰 祝越

■本报记者 姜澎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一个近2000人的

老旧小区，老人多，出租户也多。进入闭环

管理后，意外状况不断：患有帕金森等疾病

的独居老人，谁来照顾？供职于核酸检测机

构的户主恰好出差工作，家中的宠物犬怎

么办？十多户80岁以上老人的一日三餐如

何保障？

疫情考验下，小区5名党员组成的临

时党支部挑起了重担，全力以赴把种种意

想不到一一化解。

照顾与陪伴从未缺席

85后居委会主任徐蕊妍“逆行”进

入这个小区，当起临时党支部书记。说起

这段封控的日子，最让她牵肠挂肚的居民

就是蔡阿姨。老人患有帕金森等疾病，平

常都是住同一小区的女儿照顾，可这次女

儿的楼道被封控了，蔡阿姨的衣食起居就

成了问题。

接到蔡阿姨女儿的求助电话，临时

党支部立马上门了解情况，安排了一日

三餐的配送，又定好志愿者专门负责为

老人洗漱、打扫卫生，解决生活上的需

求和困难。

徐蕊妍告诉记者，蔡阿姨平常都是一

个人住，这次看到有身穿工作马甲的志愿

者上门也没有排斥，“几天照顾接触下来

后，她对我们也非常信任了”。

除了蔡阿姨之外，这个小区还住着

11户 8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

为了让他们在封控期间不为“菜篮子”

犯愁，临时党支部及时联系一家爱心

企 业 ， 送 来 一 批 老 人 们 需 要 的 绿 叶

菜。志愿者们先是推着小车把这些新鲜

蔬菜全部运进小区，再用食品袋按五个

品种一包全部分拣好，12个门栋一家家

送菜上门。

封闭管理期间，临时党支部5名党

员人人都是连轴转，根本无法好好休

息。徐蕊妍特别提到了一名总是守着电

话的志愿者。原来，小区有居民一周需

要做3次血透，为了帮助他预约120转

运，这名志愿者晚上常常会一个人坐在

电话前，生怕错过重要的信息。每次预

约好血透和转运的时间，志愿者就会换

上“大白”防护服，陪着居民一起去医

院。做血透一次至少4小时，志愿者的陪

伴从未缺席。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

徐斌斌，1999年出生的小伙子，刚来社

区工作两个月，这次也是主动请缨，“逆行”进

入了封控小区，负责封控楼道消杀、快递和物

资配送、垃圾闭环清理等服务，以及核酸检测

时楼道的统筹通知等工作。

“2000人的小区闭环管理，难免会有意

外情况发生。”徐斌斌告诉记者，小区封控第

一天，一名业主通过邻居联系临时党支部，希

望有人上门帮忙照看一下他家中的宠物犬。

这名业主在核酸检测机构工作，这段时

间忙得无法回家，家中的狗之前一直是托朋

友照顾。听到小区封控的消息，他急坏了。

接到电话后，临时党支部找到两位有

经验的居民照顾小狗，志愿者很有爱心，不

但把自己家中的狗粮拿出来，还将小狗的

照片和视频发送给主人看，让他安心。“我

们的年轻志愿者上门喂狗的时候，看到家

里水槽内还有没洗的碗筷，还特意帮他清

理了一下呢。”徐蕊妍还说起了这个细节。

“一顶红帽、一件红马甲，醒目的‘志愿

者’三个大字。”小区的孩子们写下了令人感

动的感谢信，居民们送来了一面又一面锦旗。

就在昨天，小区解封了，但“逆行者”们的抗疫

之旅仍在继续。徐蕊妍表示：“小区里3栋楼还

处在封闭管理中，我们会继续照顾好蔡阿姨，

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疫情不退，我们不退。”

疫情考验下，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一个封控小区5名党员挺身而出挑起重担

临时党支部全力以赴化解种种“意外”

“ 爸 爸 我 想 你 了 ，我 想 你 早 点 回

来”——你的宝贝。

昨天，当看到便利贴上5岁女儿稚嫩

的笔迹，市公安局闵行分局鲁汇派出所民

警谈波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张纸条，是一旁的妻子凌岭递给他

的，而且是在换班时。

没错，换班。夫妻俩一个是民警，一个

是护士，投身抗疫一线后，恰巧在同一

封控社区相遇了，也才有了机会传递这张小

纸条。

此前，谈波已经十几天没回家。而作

为闵行区浦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

护士，凌岭也一直在社区一线，为居民做

核酸检测。

在上海，像谈波和凌岭这样的抗疫夫

妻档还有许许多多。携手战斗在“疫”

线，也让他们成为这场特殊战斗中最默契

的“战友”。

在服务社区中偶遇，“希
望胜利早日到来”

“警医家庭，夫妻常年忙碌，一家三口

凑齐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没想到女儿这么

想我。”谈波感慨道。

即使是在工作岗位上与妻子相遇，两

个人也只能趁换班间歇简单聊上几句。

不一会儿，居民李阿姨找到谈波求助，原

来她年过八旬的老母亲在另一个封闭管

理小区独住，常用药已吃完，老人在家急

得团团转。

获悉情况后，谈波立即联系李阿姨母

亲所在小区的驻点医生，驱车将就诊病历

送到医生手里，并顺利配好了药。李阿姨

连声道谢：“民警同志为居民做的点点滴

滴我们都记在心里，我们一定配合好防疫

要求。”

结束这个社区的工作后，谈波和凌岭

尚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在何时。目前，5

岁女儿由爷爷奶奶照顾。“希望胜利早日到

来，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平安回家。”谈波说。

“我们两个都是党员，关
键时刻不能后退”

网格化核酸筛查启动前夕，长宁区华

阳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庄海燕突然收到一

条“请战”信息——营商办工作人员刘俊

说，工作人员名单中既没有自己的名字，也

没有爱人程琳的名字。

原来，组织上考虑到他们家孩子年幼，

双方父母所在小区又都处于封闭管理中，

就没有将他俩排上名单。

夫妻二人便在家中合计起来：街道目前

人手紧缺，自己的困难可以克服。第二天上

午，刘俊就毅然申请上岗奔赴抗疫一线。

不久后，工作群里又传来消息，缺少能够

使用PDA的工作人员。程琳便主动请命，在

将女儿送到父母家后，随即前往一线。“我们

两个都是党员，关键时刻不能后退。”两人这

样说。

顾不上家中养病的孩子，
苦和累只字不提

这个周末，连续工作3个星期的市公安

局杨浦分局中原路派出所社区民警丁伟终于

轮到一天休息，却接到自己管辖的国伟路某

小区将开展核酸检测的消息。

“明天我必须在场！我是党员，有经验

更有责任！”老丁心里，放不下这个有着

3500多居民的社区。即刻返岗后，老丁先

来到居委和大家商谈具体安排情况，“检测

秩序要保证好，一米距离还是要常提醒！”

看到有一位阿婆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

到队伍最后，老丁赶忙上前扶她在一旁坐

下。他与阿婆交谈后得知，这位董阿婆没带

身份证、户口本，甚至说不清自己名字。老

丁耐心地和居委会干部一起反复与老人核对

身份信息。确认无误后，丁伟帮她申请了核

酸检测二维码，陪她做完检测，并一路将她

送回家中。

事实上，老丁的妻子，新华医院特需门诊

护士长徐蓝雯也战斗在一线，已数日没有回

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儿子日前刚做完手

术正在家里养病。夫妻俩只好在微信上“远

程关心”儿子：“20多岁的人了，别让爸妈担

心，记得按时吃饭、注意休息。”夫妻二人对外

只字不提苦和累。

夫妻老婆店，持续为居民
配送新鲜食物

“他们卖的菜和之前的价格相差不大，

蔬菜、鱼、肉、水果、点心样样都有。”闵

行区梅陇镇华唐苑小区有家“小胖夫妻”

店，王通夫妇平日在这里以卖菜营生。封闭

管理后，他们积极向供应商寻求帮助，持续

不断为小区配送新鲜食物。

华唐苑常住人口5000人左右，其中60

岁以上老人占比超30%。不少快递和外卖都

送不过来，王通夫妇这几天更忙了，还帮着

居民来回搬送东西，店里的物资也只能从门

口一点点搬运过来。

每天，王通都会在微信群里推送多种食

品套餐，基本能满足小区大部分居民的日常

需求。“特殊时期，这家店还能正常为我们

服务，蛮好。”一位居民忍不住赞叹道，“解

决了我们出不了门、买菜不便的问题。”

夫妻成“战友”，携手奋战抗疫一线

研究星系动力学和银河系的“送饭

超人”、上海交通大学天文系青年教师

李兆聿本周一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这次疫情让我再次见识了什么叫‘共

产党员冲在第一线’，他们争当志愿者

奋战在抗疫一线，舍小家顾大家，这种

精神感动了我。”

李兆聿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

学院的天文系长聘教轨副教授。这一轮

疫情发生后，他正在校园中，于是抱着

“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打算待在

办公室就地隔离。没想到，学院党委书

记梁齐和副书记朱敏都从校外赶回已封

闭的校园，并立刻把像他这样留在学校

的老师组织起来，按照学校的要求，开

始紧急统计送餐车和相关防疫物资、征

集志愿者。

“几乎是一瞬间，微信群里的老师

几乎全报名了，有很多老师说‘我是党

员，先安排我’。”李兆聿说，当时就有

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时，疫情开

始蔓延，物资还没完全到位，谁也不清

楚志愿服务的风险如何。”

随后，风险大、更辛苦的志愿服务

都是“优先”安排给党员。李兆聿告诉

记者：“不仅仅在我们学院，全校都是

如此。”很多老师特地从校外返回校

内，其中不少人就是党员，他们返回学

校后立刻投入到各种志愿服务中，有的

老师没有地方住，甚至临时睡在校园变

电站的房间里。

接受采访时，李兆聿还专门补充了

一个细节：这两天，交大老师组团开

私家车送餐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刷

屏、感动了很多人。鲜为人知的是，

这支由教师组成的“送餐天团”，还有

特别的排班制度：按照学院的安排，

党员教师送餐两天可以休息一天，普

通教师送一天休息一天。“可即便在休

息时，很多党员志愿者们也没有歇

着。”李兆聿告诉记者，老师们在送餐

等志愿服务中一旦遇到问题，就会结

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流程优化

的建议，并由学院一并收集好向学校

反馈。

“我们发现的问题，几乎很快都得

到了解决，我们讨论出的优化流程建

议，也都一一得到落实。”李兆聿介

绍，使用三轮车送餐后，学院还专门

给老师们加了一道“安全锁”：由梁

齐为志愿者们培训三轮车的驾驶，并

给每位考核合格的“送餐超人”和助

手都发了上岗证，并配备了头盔和护

目镜。

“经历这10多天的志愿服务，看到我身边的那些党员志愿

者们的奉献和无私，我慎重地想：自己是否也可以加入他们、

成为一员。早日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我的愿望。”李

兆聿说。

据了解，上海交大仅物理与天文学院就有两位青年教师在

近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还有一位从海外回来的青年学者也表

达了入党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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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

川沙新镇一小

区进入闭环管

理后，5名党

员组成临时党

支部，为居民

提供充分的生

活保障。

上海交大教师志愿者们用三轮车为学生送餐。

当前，上海面临着常态化防控以

来疫情形势最为严峻复杂的挑战，给

溯源和防控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昨天

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称，上

海将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断

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

快速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

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他同时呼吁市民，当下还是要“少

流动、静下来”。

非重点区域阳性感
染者检出率比重点区域低

上海正在推进切块式、网格化核

酸筛查，进展如何？邬惊雷称，在非重

点区域筛查期间，全市共组织采样人

员约2.5万人，设置临时采样点近1.8

万个，投入4000余名检测人员全天候开

展检测，单日检测能力提高到单人单管

190万份以上。其中，3月18-20日，全市

非重点区域累计筛查1000余万人次。

“这两天公布的数据反映了这次筛查

的成果。这次排查从数据上来看，很重

要的就是，我们由此发现了一些阳性感

染者，还发现了非重点区域的阳性感染

者检出率比重点区域的要低。”邬惊雷

称，本次非重点区域筛查及时发现了隐

患，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本市将按照

“街镇-小区-楼栋”逐级开展后续的核

酸筛查及管控工作，也就是对阳性感染

者所在的街镇及时开展排查，甄别出密

接和次密接，同时对其所在的小区进行

管控和排查，如该小区仍出现阳性感

染者报告，继续对阳性感染者所在的楼

栋进行管控。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复杂的

街镇，根据具体情况及时研判，采取针

对性的措施。

邬惊雷强调，当前，最重要、也是最

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要“少流动、静下

来”，能居家办公的，就居家办公，能线上

办的，尽量线上，减少聚集，“今天适当的

限制，是为了明天更自由地行动！”

近期发现无症状较
多，与四要素有关

近几日，新冠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比例比较悬殊。比如，3月21日本

市报告新增31例确诊病例、865例无症

状感染者，为什么当前无症状感染者这

么多？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解释，无症

状感染者比例多少主要与病原学特点、

人体抵抗力、疫苗接种、发现方式这四

要素有关。

根据国家标准，无症状感染者是指

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呈阳性、但没相关

临床表现的人员，主要通过密切接触者

和密接的密接、入境人员、高风险职业人

群以及人群筛查的途径来发现。

付晨解释，从病原学特征看，上海本

轮疫情的新冠病毒分型为奥密克戎变异

株BA.2亚型，其特点为隐匿性强、传播

速度快、潜伏期短、临床症状不典型，目

前全国主要的流行株是奥密克戎变异

株。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也介绍，全国目前在院感染者轻型

和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超95%。

其次，从感染人群年龄特点来看，

上海本轮疫情感染者的平均年龄40.06

岁，中位数年龄40岁，60岁以下的比例

占84.5%，感染者总体以中青年为主，

机体抵抗力较强，相应地，无症状的比

例也较高。

目前，上海新冠疫苗接种总量已超

过5500万剂次，2200多万人完成全程

接种，1100多万人完成了加强针接

种。本轮疫情感染者绝大多数已全程接

种新冠疫苗，人群免疫力在增强，无症

状感染者比例也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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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日非重点区域累计筛查1000余万人次，市卫健委再度强调“少流动、静下来”

上海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当前，
本市的生活物资供应是充足的，整体

情况是稳定的。昨天的上海市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商务委

主任顾军表示，就市民反映的“买菜

难”等问题，已出台解决配送力量和

订单数量矛盾的具体举措，市、区两

级商务部门以及各大保供企业，将按

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和工作要

求，全力以赴，保障好市民的生活物

资需求。

谈及当前本市生活物资保供情

况，顾军说，从监测看，生活物资

跨省物流是基本畅通的；主要连锁

超市、电商平台的大仓、配送中心

的运营基本是正常的；超市卖场等

商业网点的开业率也是比较高的。

这些都是保供的“基本盘”，有了这

些保供“大动脉”“关节点”的支

撑，才能确保本市生活物资供应充

足平稳。

就不少封控小区居民反映的“买

菜有一定困难”的呼声，顾军回应

称，因疫情防控需要，当前居家人员

数量增多，又都习惯在几个主要电商

平台上“下单”，导致感觉“缺货

多”“送达速度慢”“下不了订单”。

怎么办？增人手！各区商务部门

通过协调，让符合防疫要求的保供人

员尽快返岗；与此同时，指导电商

平台在配送资源上做整合。例如，

有一家电商平台与餐饮企业、工厂

开展对接，实行“员工共享”，增加

了1000多人的配送力量。还有两家

电商平台共享配送资源，错时经营，

外卖小哥上午配送蔬菜，中午、晚上

配送外卖。

拓渠道也是举措之一。顾军称：

“我们更关注生活物资供应渠道、供应

方式的多样化。比如，本市一些重点

商业企业，目前都有线上订购服务，

我们已将相关渠道汇总梳理后提供给

各区，并通过‘上海商务’公众号向

社会发布；东方购物频道也已开通适

合老年人的生活物资电话预订热线；

早餐民心工程的流动早餐车也开到封

控社区门口，为市民送去各类餐食和

主副食品。”

此外，各区还在积极协调重点保

供企业推出“保供套餐”，由区属国企

兜底保障；很多街镇、社区也主动与

周边超市、菜场对接，建立了社区团

购微信群，统一采购，统一配送；很

多超市卖场、菜场等线下实体也与电

商平台外卖人员合作，提供集采分送

服务。各街镇更积极组织社区干部、

志愿者解决“最后100米”配送难题，

为封控区域的社区居民提供物资到家

的配送服务。

“我们在努力保障好市民的生活物

资需求的同时，也一如既往重视保供

企 业 的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包 括 做 好

‘人、货、场’的防疫工作，组织从业

人员接种疫苗、接受核酸检测。”顾军

也提醒，市民朋友如果走出家门、去

菜市场买菜，也请戴好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做好个人防护。

各区积极协调重点保供企业推出“保供套餐”，各街镇积极组织解决“最后100米”配送难题

全力保障市民生活物资需求，多措并举解决“买菜难”

■本报记者 唐闻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