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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这个黑色的家伙是照相
机吗，怎么以前坐车没见过？”在南
昌西站进站大厅门口，一个六七岁
的小男孩隔着口罩喊。

记者看到，眼前立着一个一米
多高的三脚架，架子上的仪器形似
相机，不到两米远，坐着一名工作人
员，对着电脑操控着。

“这个家伙是红外测温仪，如果
你的体温在 37 . 3 摄氏度以下，就
可以通过。”这名工作人员戴着口
罩、眯着眼对小孩说。

客流量小 ，对话的间隙未影
响旅客进站。短暂的对话，似乎让
人 暂 时 忘 却 了 这 台 仪 器 为 何
而设。

近日，记者搭乘 G488 次列车，
从南昌到北京。进站、上车、出站、
坐地铁到达目的地，行程 1500 余
公里，历时 8 个多小时，记者目击
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民抗
疫的信心与力量。

（一）不寻常的出发

“36 . 9 摄氏度，可以过。”在南
昌西站检票口，一名车站工作人员
拿着手持测温仪，对着记者额头扫
描，按下按钮。

两次体温检测，一次安检，一次
票检，记者在高铁发车前 3 分钟踏
上了列车。10 时 49 分，列车准时
发车。

“请注意地面，可能有点滑。”随车保洁员李双春一边
拿着小喷壶喷洒药水，一边拖地，不一会儿她又拿着抹布
和喷壶去擦拭洗手台面和水龙头。空气里充斥着一股淡
淡的消毒液的味道。

记者看到，一个可乘坐 85 名乘客的车厢，稀稀疏疏
坐着 17 名乘客，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从南昌西站始发 412 人，列车定员 1112 人，上座率
37% 。”列车长张伶说，往年春运期间，这趟列车在南昌西
站基本就满员了。

（二）满头大汗的乘警

旅客少了，但防护措施不能少。记者看到，列车员戴
着口罩和手套为旅客整理行李，列车上的药箱里配备了
20 个备用医用口罩、5 套防护服、10 副手套。

“刚才发现有两名旅客戴的是防雾霾的口罩，我们及
时为他们更换成医用口罩。”列车员李文娟说。

“请问您旁边这个座位有人坐吗？”南昌乘警支队五
大队教导员卞兵戴着护目镜、手套和口罩，询问记者。隔
着护目镜，依然可以看到他满头大汗。

“疫情发生以来，一些有过湖北旅行史的人购买了车
票。为有效控制疫情，根据有关信息，我们要核查他们是
否上车。”卞兵告诉记者，目前未发现相关人员，大部分都
退票了，如核查出此类人员上车，将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备案。

“如果车上有人出现发烧等症状 ，怎么办？”记
者问。

“立即移交前方县级以上车站处理。”卞兵回答。

（三）没有乘客的武汉站

12 时 39 分，列车驶入武汉站。
列车长张伶站在 16 号车厢门口，探着头，拿着手持

测温仪。
“吓我一跳，还以为没找到人。”车门一开，张伶快速

下车，对准迎面来的人，边检测边说。
“今天我已经是第三次被测体温了。”武昌南机务段

动车组司机程宏亮说。根据惯例，从南昌西站开往北京西
站的列车，需在武汉站、郑州东站更换司机，避免疲劳
驾驶。

“乘务员，请问武汉有旅客上车吗？”16 号车厢的旅
客樊轶看到车门开了，从座位上起身，“我不是害怕，因为
要向单位报送信息，这种情况算不算到过武汉？”

“没有旅客上车，只有一名司机上车，您放心。”列车
员李文娟答道。

“好的。”樊轶在北京从事金融领域的工作，他立即给
单位“防控日报告报送群”发送了信息。

在 15 号车厢，25 岁的叶奕对着窗外拍了一张照片。
她在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工作，提前回京是要办理线
上上课的认证。

“一个朋友在武汉上学，刚把照片发给她，希望等疫
情结束后，她能带我在美丽的武汉逛一逛。”叶奕告诉
记者。

（四）“谢谢，中国加油！”

14 时 28 分，列车在郑州东站停靠。
“快一个星期没回家了。”从武汉上车的司机程宏亮

和郑州接班司机交接完后说。
“注意休息。武汉加油！”列车长张伶看到他走下列

车，赶紧说了一句。
“谢谢，中国加油！”程宏亮回头。突然的一句慰问，让

他眼眶湿润。
列车继续北上，高速行驶，既快又稳。
“中国高质量发展，背后是一个稳字。我们对防疫

有信心，我们的防疫措施也要稳。”樊轶向单位报送完
出行情况后，戴着口罩和记者聊起来。他春节回老家江
西修水县看长辈，发现农村的防疫意识比他想象中的强
多了，过年没人打麻将了，村里人经常洗手，很注意
卫生。

“就像我个人经历一样，2009 年大学毕业，刚开始工
作时收入微薄，遇到很多挫折，但只要好好努力，就能克
服困难，再难也要朝前走。”樊轶说。

（五）春天正在走来

17 时 06 分，列车到达北京西站。
在 3 号出站口，旅客排着队，秩序井然。不远处，记者

看到了 3 台红外测温仪。工作人员袁旭冉告诉记者，北京
西站在进、出站口配备了 19 台红外测温仪和 50 个手持
测温仪，对进出站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今天预计到达旅客超过 10 万人。如果发现旅客发
烧、体温高于 37 . 3 摄氏度，我们会立即联系防疫部门。”

工作人员韩伟说。
让记者意外的是，从高铁出站换乘地铁没有安检环

节。“还在担心拿着大包小包进地铁，又要排长队，没想到
今年变样了。”旅客李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北京西站地区从 2020 年 1 月 10 日起
实行地铁、铁路安检互认。免去重复安检，旅客换乘更加
方便、舒心。

出地铁，已近 19 时。夜幕降临，马路两旁的柱子上亮
起大红灯笼，一辆外卖电动车从身旁驶过，空气中没有多
少寒意，春天正在走来。 (记者胡振华)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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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2 月 18 日电（记者王念、何伟）
广西桂林市连续多日的阴雨天终于放晴。16 日
一大早，临桂区中庸镇穴田村泗林屯的新鲜蔬
菜如约被运送到社区，网上预约下单的市民在
小区门口就能拿到一袋袋当天采摘的白菜、莴
苣、萝卜和西红柿等。而送到疫情中被封闭管理
的慧佳顺和苑小区的 2500 斤蔬菜是不收费的。

“封闭管理小区群众生活不方便，这些菜就
算我们的一点爱心了。”泗林屯党支部书记李乔
送和村民们一起送菜，他告诉记者，为了让市民
吃上新鲜的蔬菜，乡亲们天不亮就下地采摘收
割，一袋袋分装好后马上开着小货车进城……

穴田村曾是自治区级贫困村，当地依靠发
展蔬菜等产业，2017 年底实现整村脱贫摘帽，走
上良性发展道路。泗林屯种有 160 多亩蔬菜，组
建了盛林种植专业合作社，当地村民采用绿色
种植方式，用杀虫灯等物理技术灭虫害，不用农
药，各类蔬菜很受市民欢迎，销路一直比较好。

春节前后本是销售旺季，但疫情突如其来，
大量蔬菜“窝”在地里卖不出去。

李乔送很焦虑。2 月 6 日，他发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疫情暴发，天天待在合作社办公室里，
看着卖不出去的蔬菜很发愁。”配发的照片上，
地里成片的卷筒菜青翠欲滴。

穴田村驻村第一书记郭满意也正为群众蔬
菜滞销犯愁。看到李乔送在朋友圈发的信息，他
立即转发到中庸镇微信工作群里。镇党委书记
张莉彬一边紧紧盯着疫情防控，一边也正在积
极想办法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和经营。泗林屯大
量质量上乘的蔬菜尚未及时采摘和售出，卷筒
菜 5 万多斤、西红柿 2 万多斤、莴苣 1 万多斤、
白萝卜 5000 多斤……对于仅有 160 多户人家
的一个屯，这不是个小数字，群众近期的收入指
望的就是这些蔬菜。

线下销售不畅，线上可不可以找到一条路？
受疫情防控的限制，一头是乡村蔬菜销售

受阻，另一头是市区群众买菜不便。张莉彬想
到，如果借力网络平台，组织镇里的党员干部帮
群众网上促销，说不定能够打开销路。随即，中
庸镇党员干部上手，许多志愿者加入，他们的朋

友圈出现了泗林屯新鲜蔬菜的信息：“每袋包
括卷筒菜 7 斤、西红柿 2 斤、莴苣 2 斤，有需
要的小伙伴私聊……”

信息一出，回应无数，滞销蔬菜原来是抢
手货，这让大家很兴奋。求购的人越来越多，
镇村干部和志愿者“一对一”私聊的方式已经
难以满足需要，也不利于及时组织蔬菜配送。
张莉彬抓住时机，决定变“私聊”为“群聊”，牵
头搭建“新鲜蔬菜公益群”，加入人数很快顶
满 500。建群第二天，泗林屯村民就配送了
14 个站点，市民纷纷点赞。

打通需求渠道后，村民们每天早早就戴
好口罩，分头到地里采摘和打包，开车把蔬菜
送到指定小区，实现无接触配送。由于需求旺
盛，他们紧接着又建了 4 个“新鲜蔬菜公益
群”，还是满足不了需要。2 月 12 日，镇里与
盛林合作社请专业公司开发了微信小程序，
市民填写蔬菜品种、需求量和收货地址等信
息下单，次日在家门口就可以拿到直接来自
地头的蔬菜。最多时，一天卖出近 600 份。

记者在泗林屯看到，清清的义江水绕村
而过，两岸成片的菜地郁郁葱葱，到处是村民
们忙碌的身影。刚从菜地里出来的石冬妹说：
“最近可忙坏了，但大家都不觉得累，辛辛苦
苦种的菜终于有了销路，很开心！”

李乔送告诉记者，根据市民需求，泗林屯
的蔬菜打包销售，每天配送，白菜、西红柿、萝
卜、菜花等品种搭配，每袋 11 斤左右，送到社
区门口 25 元，比市区菜场上的价格低将近一
半，因为没有了中间环节，市民买得便宜，村
民收入也不错。

“最近十来天共有近 10 万元收入，更重
要的是提振了大家继续发展蔬菜产业的信
心。”李乔送说。

面对疫情防控和组织生产双重压力的张
莉彬表示：“防控要守住阵地不留死角，生产
也要千方百计恢复。在网络平台上‘借力’，再
加上干部群众‘接力’，蔬菜滞销这个难题解
决了，说明只要开动脑筋做细工作，疫情防控
和发展生产两不误，办法总是有的。”

“借力+接力”，桂林确保新鲜蔬菜进社区

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张玉清、张雷）
一张空军运-20 机票上了微博热搜，一条空军
机组致敬白衣战士的微视频备受点赞，一段空
军参加新加坡航展官兵给祖国和武汉的隔空
祝福被网民关注转载……这些天，空军的战
“疫”故事，成为抗击疫情战场上催人奋进的激
昂旋律。

“硬核机票”暖了亿万网友

2 月 17 日上午，两张蓝底白字的“运-20
机票”在微信朋友圈刷屏，“运-20 机票致敬白
衣战士”登上微博热搜榜。正面是出发时间、姓
名、航程等信息，背面是温馨提示和“向最美白
衣战士致敬”祝福语，有网友坦言被这张“硬核
机票”暖哭。

这张机票从哪来，谁设计的？记者联系上了
这张机票的主要设计者——中部战区空军某场
站政委赵世宏。

“白衣战士即将奔赴战场，我们一定要提高
服务保障质量，把暖人心的工作做到心坎里。”
赵世宏介绍，接到保障任务后，中部战区空军航
空兵某师党委非常重视，相关负责人还专门提
了要求。

该场站负责登机、安检等保障工作，虽然这
次乘机不需要登机牌，但他觉得很多医护人员
第一次乘坐空军运输机，又是这么重要的任务，
得留点记忆。

赵世宏与大家商议后，决定制作一张医护
人员专属机票。虽然晚上才拿到乘机名单，但
他们加班加点，找制作公司逐个联系。有一家
图文制作公司本已歇业，但得知是给奔赴一线
抗“疫”的白衣战士做机票，接到电话老板自己
就赶过来了，终于在登机前一个小时制作
完成。

致敬战“疫”勇士，每一名医疗队员都是
VIP。在运-20 飞机前，医疗队员拿到了装有运
-20 登机牌和两块巧克力的“暖心加油套装”，
特别是看到印有自己姓名的登机牌后，队员们
激动不已，多次自发热烈鼓掌——为贴心的保
障，更为必胜的信心。记者用手机扫登机牌二维
码显示：昆仑雄鹰全体官兵向您致敬，祝您平
安，期待您早日凯旋！

抵达武汉后，乘机的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顾亮亮给赵世宏微信留言：“感谢空军兄弟
给我们的惊喜和感动，剩下的请交给我们！”

“机舱广播”吹响战斗号角

“我是空军 21041 飞机的机长，我和我机组
全体人员很高兴能够搭建这条生命的航线，你
们奉命出征，逆行武汉，体现了白衣战士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当，祝愿你们能给武汉带来更美
好的春天，也祝愿你们此战必胜、平安归来，向
你们致敬……”

这条“空军运输机机组致敬白衣战士”的短
视频中，空军航空兵某师参谋长丁毅是一位有
着近 30 年飞行经历的特级飞行员，他铿锵有力
的话音，加上标准的军礼，提振了大家抗击疫情
的信心。

有网友评论：“你们一出场就感觉特别踏
实，你们是人民的靠山，辛苦了，最爱祖国的子
弟兵。”“哪有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你们负重前
行，等你们凯旋归来。”

机舱广播，是最好的战斗动员。2 月 17 日
上午 8时许，满载医疗队队员和医疗物资的运

-20 运输机即将抵达武汉。空中机械师孔舰
钊拿起话筒，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今天，

‘鲲鹏’与你们一同出征。我的妻子也是一名
身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今天见到大家
就如同见到她一样，感觉格外亲切。我深深感
到，此刻我们都在并肩战斗。作为军人，当那
一天来临，我们必须挺身而出。我谨代表全体
机组成员，向各位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随后，机舱内响起军歌《当那一天来临》，
“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亲人，为了胜利我要勇
敢前进！”医疗队队员情不自禁跟着唱起来，
激扬的歌声在运-20 机舱回荡。一位医疗队
队员说：这是激动的泪水，更是出征的誓言，
相信我们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凯旋而归！

新加坡航展上的“隔空祝福”

“我也是中国人，可以给我一张海报吗？”
“能一起拍张照片吗？”“我爱中国。”…… 2 月
16 日，新加坡航展第二个公众开放日，也是

闭幕日。当天飞行表演结束后，连续两天飞行
表演的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与观众热情
互动，很多海外“粉丝”争相与八一飞行表演
队官兵合影留念，有的喊出“中国加油！”并做
出点赞手势。

心系疫情，为国奋飞。新加坡航展开幕式
上，八一飞行表演队单机、六机冒雨起飞，穿
云破雨、劲舞苍穹，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神和中
国力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武汉加油，中
国必胜！”飞行表演一结束，全体官兵雨中列
队，以庄严军礼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同胞
致敬，为武汉加油。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隔空祝福”“新加
坡航展现场为武汉加油”等报道在网上热传，
让很多网友热泪盈眶。八一飞行表演队队长
曹振忠感慨，这次出国飞行表演，跟以往不一
样，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心里总是暖暖的，每
天看到大家团结抗“疫”的报道，都深受感动
备受鼓舞。

这是一个特殊的“抗疫”战场。
拥有全国出入境旅客数量最多的机场——

浦东国际机场，亚洲第一的邮轮码头——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海、陆、空、邮业务门类齐全——
这些平日里引以为傲的数据，在“抗疫”的非常
时期，变成了沉甸甸的压力。

“开辟对内对外两个战场，守好旅客、物资、
职工三条战线。”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说。疫情
发生后，上海海关就进入了“战时”状态。近 1 万
名海关职工，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
务，奋战在“国门”第一线。

特大型口岸、超常规响应

5 个旅检监管现场、7 个货轮停靠口岸、日
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达 13 万人次——作为我国
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同时也是世界级的
大型交通枢纽、主要旅游目的地和特大型口岸。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充分认识
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上海城市地位的特殊
性、春节假期的特殊性，发挥关检融合合力，以
最严格的措施筑牢口岸疫情防线。”1 月 24 日，
上海海关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工作临时指挥部正
式开始运作。

与疫情赛跑，等不起也慢不得。邮轮旅游，
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旅游业态。数千人集
中在一个封闭空间内，如果发生疫情，影响可想
而知。在上海宝山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海关和
宝山区委区政府一起，21 日就建议邮轮公司对
还未启程或已经在路上的来自于重点地区的旅

客进行劝导，减少人员登船数量。
在联防联控机制下，邮轮公司累计劝退了

500 多名来自重点地区的旅客。1 月 22 日至 29
日，以吴淞口邮轮港为母港的邮轮航班均通过
了日本当地的入境检疫。进出邮轮港的发热病
例全部排除新冠肺炎，实现了无输出、无输入
病例。

“事实证明，早决策、早行动，尽早切断传播
源头，为后续防控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上海
宝山海关关长周国梁说。

在加强拦截防控的同时，上海海关还第一
时间与地方卫健委、疾控中心等建立紧密联系
机制，派员进驻上海市联防联控工作组。从 1 月
22 日到 2 月 11 日，上海口岸共检疫出入境人
员 150 . 90 万人次，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有症状
人员 1449 人次。截至目前，11 名染疫嫌疑人病
毒核酸检测阳性并得到及时收治。

一线关员的健康安全，是忠实履职的保障。
春节期间，上海海关离沪人员达 2600 余人。随
着复工期到来，上海海关对离沪返岗人员、一线
防控人员，提供专业的防疫排查、心理疏导服
务，确保关内“零感染”。

绝不漏放、也不错留

疫情防控不是打乱仗。越到关键时刻，越要
稳住阵脚，在法治的轨道上科学有效防控。

1 月 31 日，从欧洲回国的周颖在浦东国际
机场刚落地，就收到提示短信，要登录微信小程
序“海关旅客指尖服务”或填写纸质《健康申明

卡》进行申报，配合海关做好卫生检疫工作。
“虽然出入境比原来麻烦了，但这样的举措让
人感觉更安心。”

为了防止疫情输入输出，上海海关不但
根据总署要求重启健康申明卡制度，还向浦
东国际机场等 5 个旅检监管现场，投入约
700 名工作人员驻守，数量是正常时期的 3
倍。同时，海关还与机场、边检、航空公司建立
联防联控机制，密织“三核一放”网络，力争
“绝不漏放、也不错留”一位旅客。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海关作为‘国门’
守卫者，始终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进出
境旅客实施卫生检疫，防止疫情向国际扩
散。”上海虹桥机场海关关长王坚亮说。

大数据助力、制度化推进

“你好，这个防疫物资通关的问题，应该
这样解决。”在浦东机场海关，物控查检二处
副处长贾文浩这些天电话一直没停过，还有
十多个微信群随时需要他的帮助。

浦东国际机场是国际防疫物资飞抵上海
口岸的主要通道。一套防护服，从法兰克福到
上海，再到武汉，从采购、运输到送至医护人
员手中，只花了 5 天时间。速度背后，是企业、
机场、海关等各方通力协作。

1 月 24 日，总部位于上海的复星集团在
德国采购了 5 万套医用防护服。由于德国海
关周末休息，为了加快通关，上海海关通过国
际海关通道，和法兰克福海关积极协调。1 月

28 日凌晨，航班落地。仅用时 15 分钟，5 万
件医用防护服实现了从运抵到单证放行，1
个小时内完成从卸机到通关验放再到装车的
全过程。

“医用物资各国标准不同，按日常程序，
要拿到国内药监部门的证才能通关，非常时
期这套流程肯定太慢。我们和药监部门协商，
大家各自跨前一步，采取应急检测或先放后
检的新流程。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就个案解决
个案，而是形成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制度。”高
融昆说。

从 1 月 24 日至 2 月 11 日，上海海关累
计验放防疫物资 1 1 0 5 批次，包括口罩
4029 . 9 万个、防护服 121 . 34 万件。为了进一
步加快防疫物资通关速度，上海海关近日还
对外发布《疫情防控物资进口通关指南》，对
防疫物资的申报、捐赠物资的免税等问题做
了详细说明，确保通关“零延时”。

非常时候的防疫，是对海关治理能力的
一次实战检验。如何让工作更精准、更有效，
制度之外，上海海关还在思考新的科技手段。
比如针对旅客的卫生检疫，除了常规的测体
温、填申报，还可以考虑更好运用大数据手
段。通过整合海关、航空公司、国家移民局等
多方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将潜在的疫情隔离
在国门之外。

疫情不止，战斗不息。守好“国门”，海关
的这场特殊阻击战还将持续。

(本报记者何欣荣、吴宇)

上海：守好“国门”，不漏放不错留一名旅客
累计验放 4000 余万个口罩，确保防疫物资通关“零延时”

运运--2200““硬硬核核机机票票””为为啥啥走走红红走走心心
探探寻寻空空军军的的战战““疫疫””故故事事

▲ 2 月 13 日，空军出动 3 型 11 架运输机多地同步向武汉空运医疗队员。这是一架伊尔-76 运输机（左）和国产运-20 运输机（右）。
新华社记者黎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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