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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小小

6小时内完成前期筹备，10小时后

迎来首名患者入住。4 月 6 日，小昆山

镇14名工作人员火速集结，参与小昆山

镇一处集中隔离收治点的筹建。连日

来，集中隔离收治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从最初的 14 人发展到现在的 85 人，临

时党支部下设的党小组一再扩容，集中

隔离收治点的运行也不断完善。

战场一线的“主心骨”
对于汤村村党支部书记吴晓巍而

言，这已是他第二次担任重要点位的负

责人和临时党支部书记。

从前期筹备到正式运转，吴晓巍建

立了集中隔离收治点核心团队例会制

度，抓实临时党支部工作，统筹各项工

作“一盘棋”，让全体工作人员凝聚成一

条心。“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他的带领下，临时党支部举行了一次特

殊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铿锵有力的

宣誓声转化为实际行动，吴晓巍带领团

队工作人员克服人手少、设施不完善等

困难，连续作战。

每天冲锋在前，吴晓巍经常忙到深

夜才有时间看一眼女儿的照片，缓解对

许久不见的女儿的思念。而他的妻子

也坚守在社区防疫一线，夫妻二人各守

一方阵地。“服从命令、坚守阵地是一名

党员干部的职责。”吴晓巍说。

细致周到的“大管家”
小昆山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党支

部副书记李伟也是首批派驻该隔离收

治点的人员，精通信息管理的他发挥

了“大管家”的作用。每天，他总会抽

出时间，梳理运行中不完善的地方，与

大家一起探讨，并写下了一篇篇战

“疫”日记。

患者反映缺少洗澡设施，就从苏州

紧急采购了10个箱体式淋浴房；污水处

理需要进一步整改，就在职能部门指导

下采取相关措施，联系社会专业力量进

行消杀；A 区的学生需要上网课，就安

排住进了独立标间……在李伟的战

“疫”日记中，点滴故事都体现了一颗细

致周到的心，也见证了多方融合的团队

力量。“希望患者们在隔离收治点能够

有家的感觉。”他说。

冲在一线的退役军人
集中隔离收治点里有一批特殊的志

愿者，他们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向社会

招募的21名退役军人。他们中，有公司

负责人，也有普通员工，都为了同一个目

标而来——在社会需要时尽一份责任。

48岁的高伟萍是一名党员，也是集

中隔离收治点第二批志愿者队伍的队

长。他一直将患者的需要放在心上，赶

着配送三餐间隙与他们聊天。在了解

到一名患者偏爱吃馒头，不吃馄饨、面

条等主食后，高伟萍将情况反映给了送

餐服务公司，并将早餐没发放出去的馒

头收集起来，加热后再送到患者床边。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

一名退役军人，我们要听党指挥，勇敢

冲在最前线，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疫’无反顾方显男儿本色。”同在该收

治点的退役军人吴开诚表示。

守护安康的“逆行者”
小昆山镇的这个集中隔离收治点，

驻守着泗泾医院党总支书记夏春萍带

领的 37名医护人员。除了每天给每一

名患者测体温、做核酸外，这些最美“逆

行者”格外关注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医疗队特意将重病观察室设置在护

士站旁，以便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一天下

午，一名89岁的老人突发哮喘，当班医生

麻醉科主任陆军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实施

抢救。抢救中，老人下意识地紧紧抓住

他，撕坏了他的隔离衣。旁边的工作人员

提醒他危险，但他依然坚守岗位，把老人

抱到抢救床上，吸氧、用药，直至老人病情

稳定。所幸，里层的防护服未受影响。

“回去还要单间隔离，继续服药。”

“消杀的衣物还要密封保存一段时间，

回去不要马上打开。”“回家后要好好休

息，增加抵抗力。”……每当有患者离开

集中隔离收治点，医护人员总是不厌其

烦，反复叮嘱。

火速集结筹建点位 用心用情服务患者
——记小昆山镇一集中隔离收治点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我是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新经济组织的一

名党员，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我积极响应市级机

关工委的号召，迅速在“先锋上海”报到并就地转

入居委会，成为洞泾镇光星社区绿城兰园小区的

一名志愿者。

绿城兰园是一个新建小区，入住424户。在

开展党员包邻里、包家庭的“特殊关爱”行动中，

我对接了五户特困对象，每日通过电话点对点提

供关爱服务。在近一个月的封闭管理期内，我已

习惯每晚睡觉前拨通他们的电话，了解他们的居

家感受，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渐渐由生疏变得熟

络起来。

在我的服务对象中有一名安徽籍的张阿

姨，她是一名月嫂。与本小区一户人家的月嫂

服务合同已到期，但因为小区正在封闭管理，她

面临出不了小区、回不了自己家的窘况。在社

区的帮助下，她被安排暂住在一间毛坯房中，居

住条件的简陋使她时常以泪洗面。在开展“特

殊关爱”行动中，我与她通了电话，经过几次耐

心讲明防疫政策，她表示自己会顾全大局，遵守

各项防疫规定。

有几日天气潮冷，张阿姨感到腰腿疼痛。于

是，我在兰园志愿者群里动员大家帮助她解决缺

少被褥的问题，以减轻她的病痛。因为多日吃不

到蔬菜，张阿姨的舌头和嘴角起了泡，吃饭难以

下咽，我把她的情况在志愿者群里讲了后，邻居

志愿者很快帮她送去了锅灶，并争取到政府发放

的物资，还有邻居纷纷捐出油盐酱醋、水果蔬

菜。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她的情绪逐步稳定，

最近一次，她在电话里由衷地说：“由于疫情封

闭，虽然我见不到给过我帮助的你们，但我知道

上海还是好人多，兰园邻居好。”

洞泾镇光星社区绿城兰园

党员志愿者 陈玉峰

本报讯（记者 李爽）“这世界有那

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4月

26日早晨 8时，岳阳街道高乐小区的小

花园里，在悠扬口琴声的伴奏下，刚刚发

放完抗原试剂的志愿者和前来散步的居

民们一起哼唱着。轻柔的歌声和着伴奏

与鸟鸣，让所有人都不禁绽开笑容。

正在吹口琴的是住在 86弄 13号楼

的居民施惠林。他退休后开始自学口

琴，经过几个月的练习，现在已经能熟

练地吹奏好几首曲子了。“疫情以来，基

本都是在家里练习，怕打扰邻居，我一

般会在午饭和晚饭前后各练习半个小

时。”施惠林告诉记者。

4 月 26 日，小区调整为防范区，施

惠林早早做好抗原检测后，便来到小

花园，吹起了新学的《这世界那么多

人》，没想到引发了志愿者和居民们的

共鸣，纷纷驻足哼唱。“这首歌最近大

家都在传唱，的确很贴合疫情下人们

的心境。”施惠林说。“静态管理 20多天

了，高强度的防疫工作不免令人身心

疲惫。这美妙的口琴声就像一股清冽

的甘泉，滋润到了我们心底。”社区干

部孙秋萍感慨道。

本报讯（记者 宋崇）跆拳道，作为

现代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一，是一种

以脚法为主的功夫，在训练中常常需要

辅以脚靶等器材。疫情当下，正在备战

市运会的松江区跆拳道运动员们只能

居家训练，少了专业器材的辅助，他们

依然克服困难保质保量坚持训练。

“我现在每天在家做静力腹背肌训

练，一分钟做三组；左右提膝30个一组，

做三组；俯卧撑做50个。”松江七中学生

姜紫妍是区跆拳道队的一名队员，她告

诉记者，“另外，我还借助矿泉水瓶做负

重弯举，在家里宽敞的地方练习高横

踢、下劈、后踢、侧踢等。”

刚入队不久的郑惠妍同样也想出

了各种方法提升自己的技术和体能。

“家中没有任何专业器材支持我们训

练。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每天上完课

后，我先借助椅子进行辅助性练习，再

进行抱头蹲起、左右弓步、平板支撑等

身体素质练习，最后利用垫子做静力腹

背肌、顶髋等。”郑慧妍说。

据了解，松江七中拟派12名队员参

加本届市运会跆拳道比赛。为了保障

队员们的训练效果和强度，教练每天都

会把训练计划提前发到训练群里，以便

队员们提前准备训练的场地和器材。

“我们针对队员们的薄弱点，设计了一

系列徒手就能完成的训练内容，增强他

们的上下肢、躯干力量等。”松江七中跆

拳道教练党旗表示，居家训练也要保质

保量，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有新

的突破。

本报讯（记者 李于伯） 4
月 23日下午，处在松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封控区域内的某企业

员工小王终于顺利完成了一场

重要考试。这场考试是在经开

区工作人员、企业和相关人员

的帮助下完成的。

经开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张金叶日前收到了小

王的求助电话：“你好，我现在

在封控区域内，但是马上要参

加一场重要考试，能不能帮帮

忙？”“好的，请把您的情况详细

说一下，我们尽量协调。”于是，

一场爱心行动开始了。

据悉，小王原定于4月参加

一场重要的入学考试，4月21至

22日有模拟考，4月23日正式考

试。但是由于他处于封控区域

内，无法前往考试所在地参加

考试，因此改为线上考试。但

是根据学校要求，线上考试要

求比较高，不仅需要独立的考

试场地、带摄像头的电脑、手机

和三脚架，还需复印 3A 答题

卡、空白演草纸等。种种难题

摆在小王的面前，他非常着急，

于是拨通了经开区的24小时为

民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张金叶问清楚情况后，立即向经开区疫情防

控专班汇报了此事，并对接小王所在封控区域的

企业负责人。企业得知后，马上联系小王，协调

资源为他准备好了考试所需的物品，并整理出一

个独立的房间提前做好消杀供其安心考试。

由于此次考试是网上监考，按要求需要另外

准备一部手机和三脚架放在考生背后以便监考。

在时间紧凑的情况下，三脚架成了一个难题。当

大家一筹莫展时，小王灵机一动，想出将手机绑在

行李箱拉杆上的办法，难题迎刃而解。就在大家

觉得万事俱备的时候，又有新情况发生——小王

由于不熟悉电脑操作，无法成功下载考试所需软

件。为保障安全，企业通过视频连线其他考生远

程指导，顺利解决了这个“突发情况”。

4月21日下午，考生小王穿上防护服进入房

间参加模拟考试，模拟考顺利结束后，所有关心这

件事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松了口气。当问及小

王当初的感受时，他说：“由于离考试时间越来越

近，一直担心无法参加考试，但企业和小张姐姐自

始至终都在跟进我的情况，也就不那么焦虑了。”

小王完成所有考试后激动地说：“这次考试

发挥得非常好，考试过程也比较规范，感谢企业、

经开区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本报讯（记者 符静）“大哥，别着

急，您买的物资马上到。”挂断电话后，

中通公司快递员鲍贵富顾不上吃饭，开

着快递车径直向居民家中驶去。疫情

期间，在石湖荡镇塔汇社区，活跃着一

群来自多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他们积

极担当“派送”志愿者，为社区居民送

菜、送药等。

鲍贵富表示，自己在塔汇社区送

了好几年快递，对这一片非常熟悉，得

知居委会在招募志愿者后，他第一时

间报名。“早一点送达也就能早一点让

居民安心。”他说，很多时候饭吃到一

半就接到任务，放下饭碗先去派送物

资那是常态。

除了分秒必争满足居民需求，快

递员们还都是“热心肠”。顺丰公司快

递员门传元主动向居委会揽下了帮

助残疾老人、独居老人购买物资的

任 务 。 塔 汇 社 区 内 独 居 老 人 比 较

多，他们没有智能手机或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门传元就逐户了解老人的

生活需求、配药需求，一一统计汇总

后，报给居委会。当居委会统一采购

的米面油等物资到货后，他就火速送

到这些老人家中。“在特殊时期，及时

关注老人的需求，为社区疫情防控分

担一点工作，也是我们快递人的使

命！”门传元说。

邮政快递员都来峰则当起了居民

的“知心人”。在运送物资过程中，他

得知一名居民因为疫情影响收入而心

情低落，便主动上门劝慰，鼓励年轻人

重拾生活信心，并经常通过电话和微

信关心和支持他。“多亏了这群快递

‘小哥’的积极参与，他们手脚快、干活

投入，为我们社区抗疫工作增添了力

量。”塔汇居委会主任周峰看在眼里、

赞在心上。

本报讯（记者 彭璐）“已经拿到社

保卡及药品信息，马上赶往医院！”“已

取到药品，马上安排配送！”“已将药品

交至小区志愿者！”近日，小昆山镇综合

行政执法队配药小分队争分夺秒接力

配合，仅用一个多小时就为一名老人配

到了急需的胰岛素。

原来，这名老人记错了家中胰岛素

的存量，当天餐前想要注射胰岛素时，

才发现家中一剂胰岛素都没有了。居

委会接到消息后，立刻将情况告知配药

小分队。

小分队接到电话已是中午12点多，

当天第二批的药品需求信息采集截止

时间已过。按照流程，队员们已出发前

往代配药。沟通过程中，配药小分队了

解到该老人患有 1型糖尿病，需要终身

注射胰岛素，不可随意停药。由于急着

解决配药问题，老人连午饭都没敢吃。

配药小分队决定特事特办，开启药

品代配“极速”服务。一方面派队员立

即前往老人所在小区，收取老人的社保

卡及胰岛素具体信息，另一方面与正在

医院配药的队员取得联系，了解当日医

院开诊信息，让队员先行排队。最终，

在队员们争分夺秒的接力配合下，一个

多小时后完成了配药、送药。

特殊时期，不忘
关爱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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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琴伴奏 齐声哼唱

高乐小花园
上演暖心合唱

“糖友”濒临断药
“极速”服务上线
小昆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配药小分队为民解忧

为塔汇社区抗疫注入力量

“热心肠”快递员成居民“知心人”

矿泉水瓶、椅子也能当训练器材

松江跆拳道运动员积极备战市运会

岳阳街道凤凰小区为做好外卖、快递物品末端消杀工作，在小区东大门设置特定地点作为快递消杀点。图为小区志

愿者正在对外卖、快递物品进行消杀。 记者 姜辉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