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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报记者 徐晶卉
薄小波 史博臻

凌晨 4点，保洁员“大白”李

春巧上岗了，她已多日驻守在小区

公厕中，为老小区筑牢一道“环卫防

疫墙”；

上午8点，正是基地工人王勤华

最忙碌的时候，他需要将蔬菜大棚的

绿叶菜收割、打包、装箱，等待物流

车的到来；

下午2点，分拣员陈小霞稍稍歇

了口气，扒拉了几口泡面，转身又开

始处理雪花般飞来的订单；

深夜12点，超市店长徐子凌终于

能坐在仓板拼搭的“床”上了，可他

睡不上几个小时，就又要起身忙碌；

……

疫情之下，一座城市的抗疫韧

性，离不开战“疫”一线的各种“逆

行者”，也离不开后方的坚定守“沪”

人。当我们打开城市的表壳，城市运

行的每一个环节都犹如齿轮，环环相

扣，昼夜不止。

者报记者昨天采访了几位奋战在

防疫一线的普通劳动者，24小时中，

他们几乎都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但

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坚守岗位，越是艰

苦，越要冲锋向前。

这座城市里，有着千万个他们。

正是这无数道平凡的微光，聚成共克

时艰的坚强后盾，点亮众志成城战胜

疫情的坚定信念。

凌晨 4点的小区公
厕：保洁员“大白”筑牢
“环卫防疫墙”

李春巧经常会在凌晨4点自动醒

来，约莫一刻钟后，开始一天的清扫

工作。特殊时期，她的岗位发生了变

化——逆行而上，成为一位“站岗”

小区公厕的保洁员“大白”。

李春巧是杨浦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海昕保洁分公司的普通保洁员。3月

初，杨浦区一些老小区面临封控，但

部分居民没有独立卫生设施，“方便”

问题成了大麻烦——这意味着，必须

有一个人保证公厕的安全。在作出这

个决定之前，各种念头在她的脑海中

萦绕：日常起居怎么办？公厕客流量

大，如何保护好自己和居民？但最

后，她还是义无反顾往前冲：“我去！”

“像钉子一样钉在岗位上”——用

这句话来形容李春巧的工作岗位，的

确最适合不过。因为实际到岗后，她

就发现，无论从防疫风险还是心理挑

战来说，都是一次新的考验。为严格

落实闭环管理，她必须寸步不离，很

长一段时间的衣食住行都要在公厕里进

行。每天下班后，只能睡在公厕一个狭

小的空间里。

就这样，李春巧在公厕“扎营”

了，每天穿戴好防护服，为居民们服

务。一般公厕清晨5点开门，考虑到

一些居民的实际需要，她甚至会提前

一个小时就打开大门。“总得有人守在

岗位上。”她还增加了消毒频次，认真

记录公厕管理台账，兢兢业业做好者

职工作。

实施封控管理后，由于居民出不

去，再加上前来做核酸的“大白”和

志愿者，“客流量”增多。李春巧默默

地又提高了防疫消毒频次，实行“跟

踪保洁”，即每次有人上完厕所后，

必用消毒水喷洒纸篓、门把手、水

龙头、坐便器等地方，并擦拭干净。

就这样，她从早到晚，一直忙个不

停，在小公厕里筑牢了一道“环卫防

疫墙”。

上午 8点的蔬菜大
棚：农业工人忙着加工新
鲜蔬菜

上午8点，奉贤区南桥镇岱森农

业科技中心的蔬菜大棚区内，正是一

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基地工人王勤华

戴着草帽，正和同事们将一箱箱蔬菜

称重后叠放到一起，刚从田间收上来

的蔬菜，还带着泥土的清香，过不多

久，它们就会成为“生鲜套装”的一

部分，送往多个封控小区，解决市民

的买菜难问题。

这几天蔬菜需求量大大增加，王

师傅的工作时间也提前了，清晨4点

就和工人们赶往大棚，他熟练地将蔬

菜从地里拔出、去根、去残叶、装

箱，不一会儿，绿油油的新鲜蔬菜便

装了满满一箱，“这里的蔬菜量很足，

我们挑选的蔬菜也保证新鲜好吃”。

王勤华曾是南桥镇杨王村的生产

队长，后来当了岱森蔬菜基地的农业

工人。疫情特殊时期，他和村里的同

伴们加班加点，大家都驻扎在基地，

每天都做核酸，早上天不亮就开工，

一直要工作到傍晚五六点钟。

一车车的蔬菜从大棚区运来，工

作人员一刻不停地卸货、分拣、装

袋、称重……经过一个上午的忙碌，

原者空旷的场地上整整齐齐堆满了一

袋袋蔬菜，等待运货车到来之后，大

家一起装车，然后直送封控小区。

下午2点的前置仓：
分拣员在货架间日行“半
程马拉松”

下午2点，陈小霞稍稍歇了一口

气。趁订单不是最忙的时候，她赶紧

扒 拉 了 两 口 泡 面 ， 揉 揉 酸 痛 的 双

臂，和家人聊不到几句话，转过身

又忙开了。

陈小霞是叮咚买菜闵行区蔷薇站

的一名普通分拣员，从疫情到现在，

她已经连续工作28天没有休息过了，

“我们站以前每天大概有1000多单，

现在每天4000多单，而且还有员工因

封控无法到岗。”她耸了耸肩，剩下

的小伙伴必须承担平日两倍以上的工

作量。

对很多人来说，分拣员是一个陌

生的职业，但事实上，当用户在叮咚

买菜App下好单后，陈小霞所在的

分拣员岗位是第一个接收到订单信

息的环节。她的主要任务是从不同货

架上拿取商品，根据重不压轻、不

同温层、易碎品单独打包等原则，

以最快速度整理在一起，等待配送

员取货。

由于订单量激增，陈小霞和伙伴

们每天清晨5点前就开始工作了，她

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

奔跑在前置仓的各个货架之间。这是

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我现在可以做

到看着清单，不走回头路就把所有的

商品都分拣出来。”陈小霞自豪地说。

但即使把路线规划到最优，在蔷薇站

这个不足500平方米的前置仓里，她

每天的微信步数还是能达到惊人的5

万步，差不多相当于跑了“半程马拉

松”。当然，后果也实实在在“写”在

脚上：脱下鞋子，脚上早已磨了一层

又一层的泡。

为了更好工作，陈小霞和同事们

早早就收拾行囊，住进了附近的快捷

酒店，很久都没有回过家。3月28

日，陈小霞和伙伴们凌晨3点就赶回

前置仓，给出的理由相当质朴，“怕被

封在酒店出不来，耽搁了分拣”。那

天，陈小霞从凌晨开始忙到深夜，盘

点库存、整理货物……她说自己只想

着一件事：多分拣一单，就能多为一

个家庭解决燃眉之急。

深夜12点的联华超
市：几块仓板拼一拼就是
张床

几块仓板拼一拼垫在地上，几个

纸板箱往上一铺就当垫子，一条薄薄

的被子……这就是徐子凌临时的床和

临时的“家”，这个“家”安在闵行梅

陇镇的联华超市平阳店内，徐子凌一

住就是十天八天的，而且大部分时

候，他也休息不了几小时，一个电话

打来，立马就翻身起床工作。

徐子凌是平阳店的店长，已在联

华超市工作了十多年，接手该店还不

到一年，很快就面对一场“大考”：梅

陇镇从3月13日开始封控，区域内联

华平阳店保供应的担子一下子就重

了。雪上加霜的是，平时一家店有

22名店员维持日常营运，随着封控

小区增多，人手一下子变得紧缺，

作为店长，徐子凌巨大的工作压力

可想而知。

“有一次，店内仅剩下我一个人留

守，凌晨一个电话打到门店里，说

130箱冷冻品已经运到门口，130箱货

全靠我一个人扛，还要赶在开门前上

冷柜，这根者不可能。”他当时的感觉

是仿佛前面有一座高山，“很无助”。

徐子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拨通了几

位附近员工的电话，没想到，电话

那头所有员工都说“没问题”“马

上到”，很快就集结到店，及时完成

上货。

门店还会碰到很多变化。该店的

顾客群体主要是周边平阳三四街坊的

居民，街坊封控后，更多小区居民的

需求转为线上，市民每天都会在社群

接龙里提出自己需要的商品，形成店

内“双线作战”的局面。一方面，要把

线下的货填满，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大

量线上订单，徐子凌只能“一人分饰

多角”，管理、理货、分拣、送货……

哪里需要他，他就在哪里。前几天，

他与店里仅剩的两名店员一同到周边

小区送货，晚上还没回到店里，两名

店员就接街道通知要回家配合疾控，

店里又只剩下徐子凌一人了。

“确实是蛮难的，但既然身挑重

担，就要努力服务好周边的居民。”徐

子凌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坐在仓板

搭的床边，才有空掏出手机，看一看家

人发来的语音消息和照片。正在上六年

级的孩子，总是会反复问一句：爸爸，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他想了想，回

复了一句：别人更需要我。

保洁员、菜农、分拣员、店员……这座抗疫中的城市里，有千万个他们在默默付出——

无数道平凡微光，聚成共克时艰的坚强后盾

深夜11点，小区里正在等待转运

的一例确诊病人打来求助电话：“实在

饿得不行了，能不能帮忙送一个外卖

上来？”放下手机，钟宋磊没有半刻犹

豫，穿上全套防护服，一路小跑到小

区门口接了外卖。进入封控楼栋完成

又一次的无接触配送后，他找了一处

空旷的地方，熟门熟路地用自学来的

方法一步步做好消杀。

“大白快递员”——这是95后钟

宋磊在社区抗疫一线主动揽下的角

色。作为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某居民区

的团委书记，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

子，驻扎在封控小区的他主动请缨，

包干了为隔离居民家门口安装门磁报

警器、为封控楼栋配送物资两项“硬

核”任务。

“我年纪轻，这些体力活就让我先

上吧！”没有太多豪言壮语，穿上密不透

风的“大白”防护服，他跑遍了封控楼栋

的每一层，逐家逐户为居民配送物资、

清运垃圾。

防护服里汗水不停淌下，
衣服裤子早已湿透

钟宋磊目前驻扎的小区共有1000

多户居民，总计3000多人。小区进入

闭环管理后的第二天，他就开始忙着为

有需要的居民联系配药，帮一些不会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打印健康云二维码。

就在前一天凌晨，刚刚回到家中的

钟宋磊接到了居委会书记的紧急电

话——小区出现确诊病例，立刻就要进

入闭环管理。两个人分头用微信和电

话通知了相关楼栋的所有居民，又马不

停蹄穿上防护服，给隔离户贴好封条和

门磁，再对整栋大楼进行消杀。

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钟宋磊身

上总有一股往前冲的劲儿。封控楼栋

的居民开始几天不能出户，需要有人给

每家每户送饭菜、倒垃圾，他第一个冲

了上去。6层楼12户，穿着厚重防护服

的钟宋磊在狭小又不透风的楼道里挨

层挨户奔走，时间一长，闷热的防护服

里就有汗水不停地淌下来。等到工作

结束后脱下防护服，里面的衣服裤子早

已被汗水浸透。

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一度累得鼻血直流

钟宋磊是第二次担当“大白快递

员”了。之前因为工作地点所在小区被

封控，他在办公室住了半个月，坚守社

区疫情防控一线。

在这个封控小区里，他带领着一批

青年志愿者负责数据排摸、接送快递、

协助居民配药等工作。一开始因为志愿

者还比较少，扫楼、排摸信息等几乎全靠

居委会6个人的小分队撑着。还记得进

入闭环前四天，他平均每天只能睡上一两

个小时，一度累得鼻血直流。记者忍不住

问，流鼻血怎么办？他笑着回答：擦一擦，

等到不流了，就继续忙开了。

小区里封控楼栋的位置，钟宋磊很

快就跑熟了。每天他都会收集居家隔

离居民的采购需求，帮助他们把从网上

采购的物资分门别类，再送到家中。

前些天，上海接连下了几场大暴

雨，钟宋磊身穿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

口罩，还得大包小包，提着沉重的采购

物资。几趟折返跑下来，累得真够呛，

但他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虽然居家

隔离的居民物资采购量多、搬运量较

大，但想到他们外出不便、生活不便，我

一天多跑十几趟，都是小事，能为他们

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就好”。

除了负责生活物资保障以外，他每

天还要主动在封控楼栋的微信群里“打

卡”，和居民们交流沟通最新的疫情防

控措施，为大家打气鼓劲，让他们感受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的社区关怀。有

一天，当得知一位居民中午还没有吃饭

时，钟宋磊还悄悄地把自己的午饭送了

过去。

在封控小区内，最令人着急的是急

症居民的送医问题，病情不能耽误，时

间就是生命。一天夜里，小区内一位老

人旧疾复发，需要送出小区就诊。正准备

出发时，老人发现每天必吃的药忘带了。

为了不耽误就诊时间，又是钟宋磊冲在前

面，飞奔来回把药送到老人手上。看着

他跑得满头大汗，老人大为感动。

封控楼栋谁去？这名95后说“我先上”

金山区朱泾镇东林居民区，居委会

不断接到致谢电话，因为封控筛查期

间，这里出了一支“送宝小分队”。志愿

者们背的不是物资，而是那些行动不

便、无法独自上下楼的老年人和残疾人

员，带他们去做核酸检测。

“今天看样子我们家老头自己下楼

做核酸是真不行了，怎么办呀，我也弄

不动。”昨天是朱泾镇第二次核酸检测

日，家住胜利新村34号5楼的居民唐伯

伯因为突发坐骨神经痛，腰腿部痛得踩

不了地。情急之下，他的妻子连忙给居

委会打去电话。

“接胜利新村34号5楼居民来电，

因居民身体原因，无法自行下楼，居民

为男性，大约150多斤，请队中‘大力士’

前往辅助下楼。”这条消息在“东林‘送

宝’微信群”发出后不久，很快就被东林

居民区志愿者顾志燕“接单”。

“我来！49号楼任务已经完成，我

现在赶过去，请送辆轮椅车到楼下。”

回完消息，顾志燕迅速转场。原来，

自核酸筛查工作开展以来，东林居委

会根据辖区实际，组建了一支支志愿

服务小分队，有物资配送小分队、宣

传巡逻小分队、健康监测小分队、采

样点维稳小分队，而这支“送宝”小

分队，他们背的不是物资，而是那些

行动不便、无法独自上下楼的老年人

和残疾人员。“医护人员已经连轴转

了，再让他们忙完集体检测后爬楼做

零散检测实在太辛苦，我们辖区能自

己克服的，就想办法自己克服。”东林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陈虹

丽说，“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送

宝小分队’的名称，大家就是这么取

出来的。”

据了解，东林居民区下辖两个小

区，虽数量不多，但基者为老旧小区，有

80岁以上高龄老人162人，其中超半数

为独居老人，他们的“背扶推”都需要志

愿者全程守护。

顾志燕到达唐伯伯家时，唐伯伯

的老伴正在焦急等待。“阿姨不急，说

来肯定来的，放心，怎么给叔叔送过

去，就怎么给他送回来。”顾志燕轻轻

扶起唐伯伯，为他悉心穿上鞋子，让

老人在床边坐稳后，深蹲将其慢慢背

起。“上下五楼其实一口气能完事，就

是蹲下去站起来那下子确实费点力

气，主要怕重心不稳，带着老人摔

倒，所以我都尽可能稳住慢慢起立，

站起来后等上两秒再走。”这几天执行

任务中，顾志燕总结出了一套稳当的

背人技能。

据陈虹丽介绍，这支“送宝”小分队

共有7名组员，一般都是两两分组上门

接送老人上下楼，还有一名机动志愿者

专门负责运送轮椅。截至两次核酸完

成，小分队已运送老人70余人次。如

今，这些“送宝”的志愿者已成为辖区老

人眼中的“宝贝”。这几天里，不停有老

人家属致电居委会，转达对“送宝小分

队”成员最真诚的感谢。

“封控中的时间很短，短得穿脱一

次防护服就是一天，封控中的时间又很

长，你永远无法预知下一刻你在哪里，

但是收获的那些或无声或有声的感谢，

是我每天睁开眼、套上‘大白’防护服的

最大动力。”在顾志燕的朋友圈里，他留

下了这么一段话。这几天，发生在他身

上的故事，就像这段文字，疲惫中充满

着温暖。

金山区朱泾镇东林居民区出了一支“送宝小分队”——

五楼老伯下楼测核酸不方便，“我来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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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놦킡分뛓”测풸헟놳샏人쿂슥ퟶ뫋쯡볬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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