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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爽

“在家门口参与抗疫，亲切熟悉之

余，更多的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感。”家住

岳阳街道通波小区的李梁是区税务局的

一名“90后”机关干部。3月底，他主动到

社区报到，随后担任居民区“第二书

记”。抗疫工作中，他以事事争先的工作

热情和灵活机敏的做事风格，赢得了居

委会干部和社区居民的赞许与认可。

“多面手”处处在岗
防疫组织井井有条

“这么长时间了，哪里都能看到他

的身影。”说起李梁，通波小区不少志愿

者和居民的第一印象便是如此。从最

开始拿着喇叭逐楼通知核酸采样，到逐

户上门发放抗原试剂盒，再到门岗值守

和物资消杀，每次安排好任务分工后，

李梁总是带头出发，与志愿者们一起奔

波在社区，并一一记下遇到的各种问

题，思考优化方案。

“要把工作做好，那肯定要先到一

线去。”在李梁看来，只有亲身体验了解

难点和问题，防疫工作的方案组织才能

切实有效。“沿着核酸采样的排队路线

走上一趟，跟着志愿者们上上下下爬几

回楼，哪里没考虑到、哪里可以再优化，

就都清楚了。”李梁说。

早在 4 月初开展全员核酸筛查时，

李梁和伙伴们便发现，按楼道一一前往

集中采样点容易造成人员长距离流动，

存在潜在的交叉感染风险，于是提出了

“移动核酸采样车”的想法，争取实现

“居民不动‘大白’动”。在新方案拟定

落地前，李梁在小区内反复走动、推演，

最终设计了一张“移动核酸采样车”的

行车路线图。

熟练掌握情况、体验优化工作的同

时，李梁还结合通波小区人口规模较

大、老年人口多等特点，有侧重地关注

高龄、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物资采购

和就医配药需求。“我们摸排登记了社

区里较为困难的老人，每次发放物资

时，如有多余，就优先分配给他们。在

社区‘团长’团购物资时，我们也会多嘱

咐一句，让他们为老人们也团购一些菜

品。”李梁告诉记者。在助老配药方面，

居委会工作人员张玲珍和蒋月、顾晓琼

等 4名志愿者各司其职，为居民登记需

求、代配药品，日均服务达70余人。

“金点子”切实奏效
心系社区不离疫线

奋战社区“疫”线的日子里，李梁结

合实际体验和观察想出了不少优化防

疫措施的“金点子”。除了制定社区流

动采样方案，他还积极协助居委会不断

优化志愿者组织和调配等工作。“我们

小区规模较大、居民多，志愿者是集中

安排、分片管理的。”李梁介绍，小区共

划分了 7个片区，防疫相关的工作先集

中发布，再由各片区志愿者细化人员分

配和具体执行方案。“像核酸采样这样

分区进行的工作，片区内志愿者就能自

发地运转起来。而对于物资运送、门岗

值守以及社区巡逻等工作，则可以由志

愿者结合实际情况自行认领，统一安

排。”李梁说。

如今，上海已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阶段，回到工作岗位的志愿

者逐渐增多。针对这一情况，李梁及时

通过线上问卷形式收集并了解志愿者

们各自的工作时间和志愿服务意向，再

结合不同志愿服务岗位进行动态调整，

充分兼顾志愿者们的日常工作与志愿

服务。“有的志愿者只能参加临时性的

服务，有的则可以固定岗位、固定时

段。我们对现有岗位进行了划分，再根

据实际情况排班上岗。”李梁告诉记者，

他们针对低风险地区防疫管理的特点，

将愈发精练的人力应用到关键位置，更

好地筑牢防疫屏障。

事事争先战“疫”线 当仁不让护家园
——记岳阳街道通波居民区“第二书记”李梁

本报讯（记者 李爽）为老人打印核

酸登记码的短发女生、分类打包药品的

配药志愿者、在风中起舞的“小蓝”……

两个多月来，岳阳街道菜花泾25弄小区

居民陈永伟用圆珠笔、毛笔绘制了百余

幅抗疫画作，记录小区志愿者们的工作

场景以及居民暖心互助的画面。

今年 40 岁出头的陈永伟是松江燃

气乐都路营业所的一名员工，爱好音

乐、美术及体育运动，尤以书画创作见

长。“我从小就喜欢练字、画画，平时也

喜欢琢磨，一路自学成才。”陈永伟告诉

记者，为了精进技艺，他还专门报考了

上海师范大学成人美术专业书画系。

其画作中对志愿者形象的精准刻写、对

场景布局的精细还原，不仅展现了他深

厚的绘画功底，也让“画中人”们一眼望

去便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之所以决定为志愿者们画肖像，

是因为在志愿者群里看到了大家发的

工作照。”陈永伟表示。4月1日起，小区

实行静态管理，自己主动报名担任小区

志愿者，负责扫描核酸登记码、发放试

剂盒、搬运物资、值守门岗等，大家闲时

随手拍摄的工作照也给了他创作灵

感。“你看这两幅‘喊楼’和打印核酸登

记码的画面是 4月初的重要工作，这张

是搬完物资坐在车旁休息的场景……”

翻着一张张画作，个中细节和故事，陈

永伟无不记忆深刻。从 4 月到 5 月，陈

永伟笔下的画面内容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的转变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志愿者

们坚定的眼神和工作之余的笑容。

“其实还有很多画被画里的主人公

们拿回去欣赏了。”翻完厚厚的一叠画

作，陈永伟笑着说。画作完成后，陈永

伟将其发在小区志愿者群里，收到了很

多点赞。“很多人还给我推荐同事或朋

友奋战在一线的照片，我也抓紧创作，

为他们在特殊时期的奉献与付出留个

纪念。”在陈永伟刚刚完成的画作里，记

者也看到了不少来自车墩等街镇的志

愿者肖像和工作画面。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历经一年研究，上海

辰山植物园科研人员将外出考察带回的一种特

殊植物初步确定为通泉草科通泉草属新种，经与

唇形目植物分类专家李波合作研究后，于近日正

式命名为“丹霞通泉草”，发表于国际植物分类学

刊物PhytoKeys。据悉，丹霞通泉草是目前为止首

个在丹霞地貌中发现的通泉草科特有物种，根据

IUCN红色名录的标准评估为“极危”等级。

去年6月，上海辰山植物园科研人员在江西省

贵溪市丹霞地貌进行植物考察时，发现了通泉草

属新种。“通泉草属植物通常为多年生草本，具有

莲座状的基生叶丛、对生的茎生叶、翼状扩大的叶

柄和匍匐的侧枝。丹霞通泉草为一年生，无莲座

状基生叶丛，茎直立不分枝，叶全部互生，叶柄长

且不扩大，这些特征使其与同属其他植物显著不

同，极易分辨。”上海辰山植物园高级工程师陈彬

介绍，通泉草属植物为丹霞地貌的特有物种，仅生

于丹霞山悬崖底部雨水无法直接淋到的遮蔽处。

截至目前，丹霞通泉草在丹霞地貌中仅发现

两个小居群，位于贵溪市区附近一个丹霞山景区

内，成熟个体数量不足百株。“景区内游客众多，

相似生境受到旅游开发、水库淹没、工程建设等

影响而不断减少，所以我们业内根据 IUCN红色

名录的标准评估为‘极危’等级，亟需开展保育行

动。”陈彬说。

本报讯（记者 李于伯）“恢复正

常生产这些天，上海公司完成销量超

3000 吨，占本月销量近 85%，这是居家

办公远远不能达到的，特向经开区领

导表达感谢。”近日，经开区收到了一

封来自辖区内企业上海荣创锦石化有

限公司的感谢信，信中向经开区帮助

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稳定企业发展表

达了诚挚感谢。

据悉，在经开区恢复正常生产之

际，上海荣创锦石化有限公司第一时间

在经贸科技城的指导下提交了恢复正

常生产申请，并于提交第二天下午就通

过了审批。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公司在

闭环生产管理之初就遇到了餐食供应

困难、防疫物资紧缺等问题。

经开区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

其协调生活物资与防疫物资，送去了面

包、方便面等食品并调配充足的防疫物

资，如防护服、消毒液、N95口罩、抗原检

测试剂等，解决了企业物资采购难题。

同时，在经开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荣

创锦石化有限公司顺利恢复正常生产，

也保障了其下游企业原材料的供给，避

免了合同违约的情况，更加坚定了企业

发展的信心。

公司负责人万义强在朋友圈中感

慨道：“今天第一次正式开工，经开区把

蚊香、消毒液、口罩、防护服、抗原检测、

方便面、面包等送了过来，并且帮我们

消毒好，也不上楼，就这样静悄悄地走

了。如此温暖，有幸体会到！”经开区暖

心周到的服务得到了企业极大的肯定。

据悉，上海荣创锦石化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塑胶原材料，客户涉及民用

包装、汽车工业、家电用品、民用纺织

等诸多行业，年销售额达 25 亿元至 30
亿元。近日，在经开区对上海荣创锦

石化有限公司的日常回访中，该公司

提出了税务上的难题，经开区及时协

调相关部门，帮助企业第一时间解决

诉求，让企业再次感受到了贴心的“店

小二”服务。

在疫情期间，为确保企业顺利恢

复正常生产，经开区始终把好“方向

舵”，聚焦企业所需所求，畅通上下沟

通渠道，全力做好企业的“指导员”“店

小二”，切实做到举措有力度、服务有

温度，有力有效解决企业实际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疫情防控和恢

复正常生产两不误。

□记者 李爽

坚持助餐服务，让村里的高龄、独居老人热

饭热菜不断档，还见缝插针地奔忙在抗疫一线，

发抗原、搬物资、做消杀……疫情期间，石湖荡镇

洙桥村的“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顾仲珍一家全

家齐上阵，在保障为老日间照料服务的同时，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为老助餐不断档
“我们村里很多独居老人已经八九十岁了，

疫情期间儿女过不来，我们首要的还是保障他们

饮食无忧。”过去的两个月，村里足不出户的老人

们成了顾仲珍心中最为挂念的对象。为了让他

们居家期间也能吃到热饭热菜，尽管客观条件较

为困难，顾仲珍还是坚持日常为老助餐服务。

为此，一家人早早便储备了物资食材，再搭配

自家种的各类蔬果，保质保量为老人们供餐。此

外，顾仲珍还将老人的就餐方式由原本的“堂食+
送餐”改为了全员配送上门的模式。每天，一到就

餐时间，顾仲珍便套上防护服，开着送餐小车，一

户一户地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老人们手里。

暖心可口的饭菜也得到了老人们的连连称

赞。“饭软软糯糯的，菜也很好吃！”在日间照料中

心用餐已有 9年的谢婉君老人高兴地告诉记者，

顾仲珍每次都亲自送餐过来，还时常会耐心地喂

上几口，看她吃得香了才放心离去，前往下一家。

见缝插针忙防疫
除了每天中午、傍晚两次雷打不动的送餐，

疫情期间，顾仲珍还挤出时间做志愿者，帮助村

干部做好村里的防疫工作。“每天早上做核酸或

抗原的时间比较早，我就早点起来帮忙发抗原，

接送老人做核酸。等忙完了正好回来备菜、炒

菜，给老人们准备午饭。”顾仲珍向记者一一细数

每日紧凑的日程安排。此外，她还揽下了道口值

守的任务，见缝插针地忙个不停。

常住人口440余人的洙桥村村民多为高龄老

人。疫情之下，老人们在就医用药、核酸或抗原

检测、物资采购等方面多有难处，而村里人手不

足，经常忙不过来。“顾阿姨一家真的帮了我们很

多忙。”洙桥村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村里各项防

疫工作的开展，多亏了顾仲珍等七八十岁的“高

龄”志愿者们积极分担。“每次顾阿姨上门去给老

人们送餐或看望他们的时候，都会询问他们紧缺

的物资和药品需求，再及时转告我们。一些最新

的防疫政策和知识，她也耐心地给他们讲解。”这

名村干部说。

全家出动战“疫”线
不仅是顾仲珍，她全家都投入到了“疫”线工

作中。小儿子吴峰一边照料自家菜地农场准备

食材，一边坚守后厨掌勺做饭，协助母亲做好为

老助餐；小儿媳夏红英加入了所在的菜花泾小区

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参与核酸检测、抗原自测、

分发物资、消杀等志愿服务；大儿子吴晓峰主动

报名担任转运志愿者，24小时待命，负责接送患

者前往集中隔离点或病愈返家。

“虽然我们一家子分隔在好几个地方，但是为

老人、为大家服务的心始终在一起。”顾仲珍感慨

地说。随着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洙

桥村的防疫工作压力也大大减轻，但顾仲珍依然

带着家人忙碌不停，继续为开展核酸检测、疫苗接

种等工作出力。“很多工作我们现在自己也扛得住

了，但顾阿姨有空还是来热心帮忙，她也是目前全

村唯一一名坚守的志愿者了。”村干部告诉记者。

居民手绘画作 记录战“疫”群像

为老助餐不歇
志愿服务不停

——“全国文明家庭”顾仲珍一家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王红

霞）“黑斑蛙的营养价

值比较高，上市后很受

消费者欢迎，现在可以

说是供不应求。”在新浜

镇赵王村，鑫惠稻米合

作社负责人王平高兴地

告诉记者。前段时间，

该合作社尝试在线上出

售黑斑蛙，一个月卖了1
万多公斤，市场销售状

况可谓火爆。

鑫惠稻米合作社的

稻蛙米养殖基地占地20
亩，年产黑斑蛙近 2.5万

公斤，市场售价每公斤约

80元，利润非常可观。行

走在基地的田垄上，记者

看到，在一个个用防盗网

围起来的饲养区，数不清

的蛙在田里蹦来蹦去。

“这批蛙苗是3月底投放

的，再过两三个月才能上

市。”王平指着田里的蛙

介绍，“现在卖的这批是

去年投放养殖的，已经卖

得差不多了。”

谈起稻蛙生态种养

模式，王平告诉记者，这是

一种环保无污染的种养

结合模式，水稻遮阴，可为黑斑蛙提供良好

的栖息场所，保持黑斑蛙原有的色泽和口

味。黑斑蛙是“捕虫能手”，可为稻田除虫，

其排泄物还可作为稻田肥料，这样种出来

的稻谷无化肥、无农药，很受消费者欢

迎。“去年我们第一年实验种植了2000公

斤稻蛙米，还没上市就被客户预订完了。”

王平说，“水稻生长过程中杜绝喷洒农药，

因为黑斑蛙对农药非常敏感，可以说，这里

的水稻完全是用有机方式种出来的。”

赵王村党总支书记姚海华介绍，该种

养模式就是建立稻蛙相互共生的关系，获

得水稻和养蛙的双重收益。经过一年的

实践，目前市场前景不错。“村里还帮忙联

系了技术人员来基地指导，基地也帮助村

里的富余劳动力增加了收入。”姚海华

说。有了村里的支持，王平信心十足地

说：“稻蛙种养风险高，但利润空间很大，

我要继续深入学习种养技术，今年准备把

种养规模扩大到100亩。”

辰山植物园科研人员
发现新种“丹霞通泉草”

“如此温暖，有幸体会到”
一封感谢信见证疫情下经开区贴心“店小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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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绘制的抗疫画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