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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中午，已连续在单位闭环抗疫
多日的我接到了带队驰援镇上某临时集中
健康观测点工作的任务。就在前一晚，因为
辖区一建筑工地发现有人员核酸筛查异常，
这个临时集中健康观测点刚刚组建，第一时
间接收了来自该工地的近550名工友。

此次与我一同接受任务的还有来自镇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4位同事，我们的团
队将与前一晚进驻的7位同事一起，负责
这一集中健康观测点的管理服务工作。如
何在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更
合理有效地回应诉求，安抚好人员情绪，调
配好志愿服务力量，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前一晚进驻观测点的同事夏平乐告诉
我，大家都彻夜未眠，从组建观测点到准备
物资、全面消杀、接收人员、办理登记、测量

体温、分配房间、楼层引导等，事情像雪花
一样飞来，7位同事都硬扛下了。其间，他
还接了300多个电话，耗尽了3个充电宝
电量。听完这些，心疼之余，我们也更加确
定了要完成这些任务容不得有任何差池。
于是，我与夏平乐一起，商量形成了工作方
案，并将21位同事分成综合组、应急组、保
障组、保洁组和外控组，各司其职。

第一次驻点逐步平稳之后，我又带领
另外14位同事开始负责另一集中健康观
测点内近230名工友的管理服务工作。
通过不断摸索和反复实践，我们探索形成
了“三防”+“一访”的管理服务机制。“三
防”分别是：物防，工作组出入工作区、生活
区必须严格落实穿脱防护装备，做好消杀
防护；人防，落实全天候应急值守，与管理

方建立密切沟通渠道，掌控化解不稳定因
素；技防，实时动态更新管理健康观测人员
名册和房源数据库，科学合理制定人员转
运、转移方案。“一访”即巡访，通过经常性
巡查走访各楼层日常情况，对部分不遵从
管理人员和情绪波动人员，进行沟通劝导。

在这些工友当中，有4户携带年幼孩
子的家庭，因为封控买不到牛奶。得知情
况后，我第一时间联系后方指挥部，采购牛
奶分发给孩子们，并在送餐时专门给孩子
们配了些热汤。工友们也能体会到我们的
艰辛。一次，我在送饭时，收到了一位工友
的字条：“早上稀饭就够了，包子和馒头不
要加了，中午和晚饭不要加饭，把那些给有
需要的人，谢谢！你们辛苦了！”

这两次驻点，我们机关、企事业单位同志

组成的突击队是一个有机整体。应急组刚下夜
班的同志主动承担一大早的核酸采样协助服
务，保障组的同志送餐时发现工友情绪不稳定
等情况主动沟通化解。大家冲在防疫前沿，面
临可能会接触到阳性、密接人员的情况，没有一
个人退缩，都是“我行、我去！”

一位同志家里没有大米了，于是大家通过
爱心接力帮助购买大米送到家。团队里年纪
最小的同志刚一进驻因为吹了凉风犯了偏头
痛，大家主动关心询问，为他拿药、照顾休息。
还有一名同志因为长时间搬运物资拉伤了肩
膀，大家主动为他找来膏药缓解疼痛。

奋战多日，我和队友们接受了一次次严
峻的考验。但当我们看到观测点解除警报，
看到防范区内的生活逐渐多了几分烟火气，
又感觉到一切付出都很值得。

口述者：张亮（金山区枫泾镇纪委副书记）
采访记者：薄小波

看到观测点解除警报，感觉一切付出都值得

疫情期间，张亮先后两次被派至集中健康观测点担任负责人，在最
危急的时刻披坚执锐，经受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考验。当看到观测点解除
警报，看到防范区内的生活逐渐多了几分烟火气后，他又感觉到，一切付
出都很值得。

我是同济大学学生
新媒体中心的负责人之
一，在这里结识了很多
喜欢画画的小伙伴，大
家建立了一个小组，类
似于工作室的形式。我
们之前也创作过一些作
品，比如同济大学邀请
《觉醒年代》 主创来校
时，我们绘制过一些卡
通周边。

这次画插图，是因
为团队里的小伙伴拍到
了在核酸队伍里，同学
们一边排队一边看书的
画面，我觉得特别鼓舞
人心，突然就产生了用
画笔记录下来的想法。
于是和陈楠等几位同学
商量，大家都表示支持，
不久就开始行动起来。
我们收集了很多触动
我们的同济抗疫的场
景——无私奉献的志愿
者、坚守一线的教职工、
辛勤保障的后勤队和如
常发奋的同学们，这些
照片都是身边同学老师
不经意间的抓拍，更体
现了我们全体同济人同
心战“疫”的团结。

接下来，团队里的
小伙伴就开始分工。我
负责勾画人物，有同学负
责物件的绘制，有同学负
责上色和写文案，还有的
同学将做好的手绘制成
视频，大家都希望通过自
己的力量，记录校园里抗
疫的“平凡小事”。

现在动漫比较流
行，确实 00后都很喜
欢，感兴趣的很多，所以
大家会去自学这方面的
技能。这些基本上是在
iPad上画的。我们觉
得，画画能把这些感人
的故事更好地呈现给大
家，让更多人感受到他
们的辛苦付出。

参与的同学们说，
画画的时候真的能感受
到志愿者的辛苦。这是
因为只有在画画的时候
才会特别认真地去看这些图片。平时的话只是浏览，但仔细看
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疫情之下，我们封控在校园里、宿舍内，看到身边的老师、志
愿者都在为我们忙碌奔波，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力量，给大家带
去一些温暖和惊喜。日前为我们送饭的朱仲良老师一眼就认出
我们为他画的手绘图，他还做成了小视频，并在公众号留言，我
们觉得真的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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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的一个清早，我在家里接到了
明丰苑居民区书记郑恋咏的电话。电话里
她很急，希望我能回到小区帮忙。当时没
多想，就答应了下来。我住在控江街道，工
作地点在大桥街道。当时居住的小区已被
封控。在两个街道协调下，为我办理了一
张通行证。

我背上两个大包，骑着自行车来到明
丰苑。这次踏入小区，跟以前每天上班的
感觉很不一样，有居民远远看到我，招呼了
一声：“你来啦，看到你在我就放心了。”这
句话，对我鼓舞很大。

说实话，一开始是真累。明丰苑小区

有200多户800多名居民，不算大。但是
很多事情，比如核酸筛查，一开始没有经
验，也没有头绪。我只好自己上，搭核酸检
测的棚子，重新布置行道线。不少年轻志
愿者受到触动，也主动加入了进来。

第一场核酸检测时，有些居民的情绪
有些波动。封控期间，这也好理解。于是，
我一边稳定居民情绪，一边维护队伍秩序，
同时还得注意小区封控楼的情况。那时，
许多人对去封控楼工作比较怵，这是人之
常情。说实话，我也怕，但是，我不上谁上
呢？ 其实，我那时的状态并不好，事情多、
做不好，心里就着急，以至于头两个晚上只

睡了一两个小时，嗓子也哑了。但是，我必
须要作出榜样。

封控期间，我们物业公司留下4个人，
一位师傅身体不好，能干体力活的就我和
维修师傅、保洁员3个人。在关键时刻，能
上就自己上。白天送快递、晚上运垃圾，一
天26个门栋全部要跑楼梯，这段时间，居
民们有些烦躁，我有时也心烦，但越是特殊
时候，越要保持冷静。

我一般凌晨4点起床，先找人把小区
打扫干净。我想，早上居民拉开窗帘，看到
小区整洁有序，烦躁也会降下来不少。虽
然很累，但我也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居

民的认可。居民在群里给我点赞，这让我很
有成就感。我呼吁居民为志愿者捐防护服、
口罩、酒精等，大家也都很积极。

有几个瞬间令我非常感动。我一个人住
在物业办公室，大概六七平方米，硬塞了一张
小床，晚上就斜躺在上面睡觉。其实在办公
室的时间也不多，一天起码要工作16小时，
饭也就是抽空扒几口。郑恋咏书记非常关心
我，一直问我缺不缺东西。有一户居民听说
了我的状态，就给我做了菜饭，还有一位70

多岁的阿姨发现我嗓子哑了，送来两盒力度
伸，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想说，只要用心
用情，居民是会理解与认同的。

口述者：孟斌（杨浦区大桥街道明丰苑小区物业经理）
采访记者：刘力源

70多岁阿姨看我嗓子哑了，
送来两盒力度伸，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自浦西封控以来，孟斌住在约7平方米的办公室，每天凌晨4点开
工，连续工作16小时。他说，只要用心用情，居民是会理解与认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