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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上海阿姨”封闭期间没闲着
她拉起了一支74人的志愿者队伍

窗外的雨下大了， 蒋鸿辉
赶紧从驾驶位上起来， 将打开
的车窗关小一点，然后找了座位
趴着休息一会儿。他不知道运送
医护人员去下一个核酸检测点

的指令何时会发出，也不知道全
天任务何时结束。

这是上海启动重点区域核

酸筛查以来雨下得最大的一天，
无数医护人员、 社区工作者、志
愿者，又将在雨中通宵达旦。 没
有红酒相伴，没有网络热搜，但
他们的行为与这座城市的格调

显然更为相称。

不要采访我，
多写写医护人员
从陆家嘴驶往前滩的 82

路公交上，乘客很少，少得都让
人忘记了窗外的风景。

开了十几年的 82 路 ，每
条路上的每个转弯， 蒋鸿辉都
烂熟于心。 但近 10 天来，他暂
时离开了熟悉的一切， 在转运
车上开始着新使命。

“每天按照指令 ，接送医
护人员去核酸筛查点位。 具体
何时出发何时结束 ， 都不知
道！ ”蒋鸿辉站起身，伸了一下
腰， 然后看着不远处的核酸检
测点，“今天又要晚了， 这个社
区居民很多。 ”

“不要采访我 ，还是写写
医护人员吧， 他们真的太辛苦
了！ ”蒋鸿辉说，好几次半夜把
医护人员送回东方医院时 ，不

少人在车上直接睡着了。
自从浦东公交接到运送医

护人员前往核酸点位的任务

后，每次上岗，像蒋鸿辉一样的
驾驶员少则工作十六七个小

时， 多则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
“穿了十几、二十个小时的防护
服，只是有些憋气，累的程度怎
么和医护人员比？ 他们要不停
工作，我们就是负责转运人员，
运送物料。休息时间还是有的，
就是待命的时间长了一点。 ”

现在宁愿在公司
多待一会处理工作
“好的，需要几辆车？ 时间、

地点？ ”陈尧峰匆匆挂掉电话，又
拨通了车队负责人的电话，迅速
把下午的转运任务派发落实。

陈尧峰是浦东上南三分公

司管理员， 也是公司承担上级

转运任务的具体对接人。
“从 3 月 9 日以来，从每天

派车二三辆，到最近的十多辆，
业务是越来越熟了。 ”陈尧峰表
示，以前觉得晚上 10 点接到电
话算很晚了，最近几天几乎 24
小时电话都会响起，17 日当天
打的电话毛估估超过了 100
个。 “随着需要筛查核酸的人群
越来越多， 用车指令也越来越
频繁。我们有 16 人组成的转运
班组，但遇到突发任务，只能从
线路上抽车、抽人支援。 ”

3 月 17 日凌晨 1 点不到，
陈尧峰接到指令， 需要在 3 点
半前， 派 5 辆车前往东方医院
待命。 他叫醒了睡梦中的驾驶
员，前往成山路停车场待命，然
后， 赶往停车场， 落实具体车
辆， 叮嘱驾驶员防护等注意事
项。 随后，又在 4 点时，迎接前

一天完成转运任务的人员回停

车场。 “不回来，不放心啊，回去
也睡不着，就怕有突发状况。 ”

“我现在宁愿待在公司晚
一点，尽量多处理点工作。 ”陈
尧峰惦记着家里出生才三个月

的宝宝。 他的家很小，只有一室
一厅，不停的电话声，他唯恐把
宝宝吵醒，“如果在家中接到电
话，就走出家门接听，可能说话
的声音比较大，有几次邻居碰到
我，还以为我们夫妻俩吵架了。 ”

因为新一轮的疫情， 短短
的十几天内， 上南公交三分公
司的驾驶员、 调度员也极度紧
缺。 从 48 小时闭环管理至 14
天隔离， 从 1 人封控至现在的
几十人， 如何合理进行安排人
员和车辆，既维持正常运营，又
支援医护人员转运， 考验着公
交人的智慧和管理能力。

要感谢一线员工
全力付出

“受此波疫情的影响，越来
越多的公交员工被居家隔离无

法到岗， 同时各类应急转运任
务也日趋增多， 驾驶员缺员问
题比较突出。 ”浦东公交副总经
理张烨坦言。

看着微信工作群中不断跳

出的信息，她的脸上略显疲惫。
随着上海重点区域核酸筛

查大面积展开， 大批医护人员
需运送至居民小区实施核酸采

样， 浦东公交承担的医护人员
接送任务更加重了。

“没办法， 只能内部挖潜，
调整班型、 运能和行车作业计
划， 制定驾驶员缺员状态下的
营运工作方案， 全力保障转运
任务。 毕竟疫情防控是眼前头
等大事。 ”张烨说，驾驶员的工
作模式，从传统公交的“两点一
线”，转换为“多点分散”的应急
转运模式， 这对所有人都是一
种考验。

“截至目前，转运保障任务
基本上不打折扣得到完成 ，这
要感谢一线员工的全力付出，”
张烨告诉记者， 有的转运驾驶
员连续多次参加应急转运 ，因
劳累引起旧疾复发， 但吃完止
疼药、贴上止疼膏后，继续投入
工作； 有的驾驶员刚结束转运
任务， 到家还没顾得上吃几口
饭，又接到紧急指令，又投入下
一场防疫任务。

这是上海防疫战线上一条

后援线，平凡普通，但每个人都
想尽力做到最好。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通讯员 张燕丽 ） 这几
天， 在宝山区一个封闭小区里
总能见到一位身穿印有 “虹口
区志愿者”马甲的人，她就是凉
城新村街道锦苑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李莉敏。
一位虹口的居委书记 ，怎

么会在宝山当起了志愿者？ 原
来， 李莉敏居住的小区实施封
闭管理后， 她不得不暂别工作
岗位。 但有着丰富社区工作经
验的李莉敏没有闲着， 她深知
此时居委工作压力巨大， 而且
急缺人手。于是，李莉敏找到小

区所属的居委干部， 表示自己
要在封闭期间做志愿者。 加入
志愿者微信群后， 她发现居委
干部实在太忙， 又主动提出分
担招募志愿者的工作。

为了做好志愿者招募工

作， 李莉敏驻守在居委搭建的
临时办公点。没有电脑，没有办
公桌，她就自备纸和笔，记录好
前来报名者的信息， 再让他们
加入志愿者微信群。 李莉敏还
积极发动身边的人加入，丈夫、
邻居都受她影响成为了志愿

者。就这样，由小区居民组成的
志愿者队伍人数逐渐壮大 ，短

时间内就建立了一支七十多人

的志愿者队伍。
在招募志愿者的同时，李莉

敏做了不少功课，通过上网查询
及向居委干部了解情况等多种

渠道，对所在小区的面积、户数、
居民人数等做到心中有数。李莉
敏专门找到了小区平面图，拍了
照发到志愿者微信群里，帮助大
家更快熟悉小区环境，为后续展
开志愿服务打好基础。

很快， 这支队伍就发挥了
大作用。当天下午，志愿者们对
该小区第 8 片区各门洞进行排
摸，了解各户实际人数。李莉敏

建议志愿者们在排摸中即可提

醒居民进行 “个人检测登记”，
并截屏保存“登记码 ”；碰到有
需要的居民， 志愿者可帮助他
们操作并截屏保存 “登记码”。
这一建议， 让第 8 片区的居民
在随后的小区第一次全员核酸

检测中大大加快了速度。
这支志愿者队伍获得了居

委和居民的肯定， 在小区第二
次核酸检测中， 他们的志愿服
务范围扩大为第 7 和第 8 两个
片区。为了做好相关工作，李莉
敏提前行动， 她先摸清了这两
个片区的门洞数量， 并仔细记

录好。随后，李莉敏召集志愿者
们在空旷区域集合， 按照这两
个片区的实际门洞数， 把队伍
分为几个小分队， 给每个小分
队分配好负责的楼号。

“在我们志愿者队伍中，她
就好像是主心骨，统筹安排、调
度分配， 让我觉得做起事来很
有头绪。 ”一位志愿者评价道。

李莉敏说 ：“特殊时期 ，小
区内的力量不可忽视， 这股力
量最大的优势是有同理心 ，所
以，我第一时间站出来，把有意
愿的居民组织起来， 大家一起
度过这个难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