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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建松

清晨的阳光，斑驳地洒落在闵行
区古美路街道望族新城，小区里静谧
安详，只听见鸟儿在林间欢快地啁啾。
小区的北门已关闭，只留下东门进出。

43 岁的徐华戴着口罩，七点多就
从家里赶到小区。作为古美路街道古
龙一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共有 828
户居民的望族新城，是她另一个温馨
的“大家”，也是她的“防疫责任田”。

眼下正是返沪高峰期，也是上海
的战疫关键期。东门，是望族新城防疫
的第一道关口。每天，除了保安值守，
古美路街道司法所所长朱洁和工作人
员陈琳琳也到小区门岗帮忙，一人负
责进入小区访客和返沪人员登记，一
人负责进入小区量体温，一丝不苟。徐
华询问返沪人员情况，每天九点上报
街道进行汇总。

一大早，望族新城业委会主任黄
乃健，拿着一张居民预约买口罩的登
记表，来找徐华商量。原来，根据配额，
小区每天有 30户人家可以到药店买
口罩。为了减少居民外出、减少交叉感
染的风险，黄乃健每天自己花钱统一
购买口罩、统一送到居民家里。

“自从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我们小区的党
总支、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四位
一体’，小区党员志愿者积极参与，联
防联控工作有条不紊，目前是零疑似、
零隔离、零投诉。”徐华说。

每天上午九点，她都召集居委会、
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个碰头
会。由于小区居民情况早已排摸完毕，
有三户人家也已隔离到期，解除了隔
离，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防止外来污
染源，继续做好小区消毒工作；保障各
项生活设施，遇到故障及时维修；小区
每天收到上百件快递和外卖，按日期
分别堆放、方便大家提取。

“做群众服务工作一定要落细、落
实。”徐华说，“比如封闭北门，我们提
前了两天告知；正月里，小区张贴的通
知，都改成了粉红色的纸；如果快递很
重，我们准备了电瓶车；好几天没人来
取的快递，都会主动打电话联系一下。
虽然这些是小事，但令人心里觉得温
暖。”

开好碰头会，口罩也买回来了。徐
华和古龙一村居委会主任王玲琳分成
两组，按预约的名单，挨家挨户上门送
口罩。居委会“90后”社工余亚慧和徐华一起，一家家敲门。
收到口罩，居民们都非常感谢，有的还一定要送一包糖给他
们。在送口罩过程中，徐华发现有个门禁系统不灵，当即打
电话给物业公司前来维修。

走在小区里，迎面遇到了81岁的梁裕卿老人。徐华热情
地迎上前，大声说：“梁老师，您身体怎么样？小区里还有什
么事做得不够，您老尽管说啊。”“好好好，从小区垃圾分类
我就看到了团队的力量，这次大家团结起来，一定能战胜疫
情！”老人连连对徐华竖起了大拇指。

走过小区的花坛，看到小区党员志愿者沈江正在除草，
徐华连忙走上前去表示感谢。她介绍说：“小区共有 43 名党
员志愿者，他们都积极要求参与抗击疫情。考虑到有些党员
年纪大容易感染，我们就把沈老师这样的老党员安排在第
二线。但他们也一样闲不住，总想为小区做些什么，让我非
常感动。”

61 岁的陈秉海正是这样一位志愿者。他的母亲和爱人
身体都不太好，还有两个小孙子需要照顾。但疫情发生以
后，这位曾经当过兵的军人，每天都要在小区参加志愿服
务。他对记者说：“当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我不上谁上？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啊！”

上午 11点左右，徐华送完口罩回到居委会。党员志愿者
们正在热情地接待前来咨询或登记的居民。66 岁的志愿者
董培珍对记者说：“其实，我们的书记最不容易，她从大年三
十一直忙到现在，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血压升高，一家
人齐上阵，我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都想替她分担一把。”

老家在江阴的徐华，原计划和家人一起回江苏过年。疫
情发生后，为了支持女儿安心工作，她的父母正月初一赶到
了上海，帮忙照看外孙女。她的丈夫罗金红在上海东方医院
工作，也来到了妻子工作的小区，现场指导居民们如何正确
佩戴口罩、做好防护措施、正确消毒。

正在说话间，小区的居民姜文厚前来报名参加志愿者，
他是一名中医。“太好了，太感谢了，这些天，小区已有 20 多
位居民主动报名参加志愿者，小区的事情全靠大家支持！”
徐华感动地说，当即决定让姜医生下午给志愿者们讲讲中
医防疫的知识。

整整一个上午，徐华忙得来不及喝一口水，眼看到了中
午十二点，午饭就是吃一包方便面。吃下降压药，她疲惫地
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休息了不到二十分钟，紧接着投入到
下午的工作中。

每天，小区公共区域要进行四次消毒。徐华和物业经理
张玉明等人，到每一幢楼宇逐一检查。四点半左右，一切差
不多忙好了，她和王玲琳主任召集居委会工作人员，开了个
总结会，分工安排明天的工作。考虑到通风，会议是在居委
会门口露天开的。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互相加油鼓劲。

紧接着，徐华接待了来访的上房物业党总支副书记杜
成寅，双方商量进一步加强党建联建工作。“上房物业在古
美街道有 5 个项目，我们建议申请成立联合党小组，以党建
为引领，进一步打造红色物业。面对疫情，上房物业的共产
党员都自觉地缴纳特殊党费，截至目前已有 65938 元，带动
了许多群众也积极捐款。”杜成寅说。

面对疫情，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带头表率作用，小区群众
有目共睹，更加增强了党组织的吸引力。春节期间，居委会
“90 后”社工余亚慧和 51 岁的上房物业区域经理张玉明，
都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次疫情发生后的每一天，我亲眼看到了身边的共产
党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自从递
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心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
准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社区居民做好服务工作。”余亚
慧说。

夜幕，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降临，忙碌了一天的徐华还不
能回家。从晚上六点到九点，她和王玲琳一起在东门的门岗
值班。她的晚饭，是由 68 岁的老母亲带着 8 岁的女儿一起
送来的……

在上海，有许许多多像徐华这样的基层党组织书记，正
带领大家共同防疫、万众一心，以十二个时辰毫不懈怠的拼
搏奋斗精神，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记者看到，夜幕下，在
徐华的身后，望族新城的喷泉与霓虹灯分外美丽，一幢幢楼
宇的万家灯火一片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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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防疫战士”，线上“带货达人”
一名博士副县长对“流量经济”的活学活用

本报记者萧海川

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网红主
播”王帅的工作更忙了。

有意思的是，这名“网红”的主业并非“主
播”，而是副县长。

3月8日，他在直播间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为网友带来山东济南商河县的特色产品，有商
河红掌、仙客来等花卉，还有玻璃茶具、山鸡蛋、
胡萝卜……两个小时的直播时段，他吸引了
13.7万名网友前来围观，仅花卉一项便售出
1000多盆。

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80 后”王帅从未想
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带货网红”。

去年年底，一条推介本地美食的短视频，让
他一夜成为万千网民关注的“公众人物”。不到
一分钟的视频里，身为山东济南商河县科技副
县长的他，没有一点“形象包袱”。品尝起当地特
色扒鸡来，颇有美食博主的风范；“所有女生们”
“你们的魔鬼来咯”“买它”，一串带货“行话”更
是连贯而出。

2020年，受疫情影响，商河县有38万盆鲜花
遭遇滞销。王帅化身主播再度亮相，为当地特色
产品卖力吆喝，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既是公务员，也是网络红人；既能下乡调
研，也会直播带货；既要做好疫情防控，也不能
忘了乡村振兴。一名基层干部习得新“十八般武
艺”的背后，是一县一地对流量经济的尝试与破
冰，更是当今中国正经历深刻变革的生动写照。

纾困自救，直播派上大用场

谈及去年那条让自己红透半边网络的视
频，王帅坦言，2019 年被看作互联网的直播元
年，自己的走红并不是意外。“即便我不做这样
的尝试，别人做了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他更
看重的是农业物联网与网红经济的对撞融合，
和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数字化探索——那次尝试
让他所推介的当地特色烧鸡成了抢手货。

“别看视频不长，当时可是从下午1点拍到
了傍晚6点。原想也就拉动1000单销量，结果不
到半个月就卖出去5万只，是企业往年6个月的
销量。”商河县商务局局长白朝阳回忆说，那之

后，企业为保证品质稳定、口感如一，主动删
除了部分电商链接来维持供需平衡。即便如
此，从下单到发货的周期还是一度被延长到
约10天。

如今，在微视、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
有累计约 10 万名粉丝关注了王帅的“黄河王
小帅”账号。

“一名领导干部为当地优质产品带货代
言，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那家扒鸡生产
企业，县乡各部门都去实地考察认可，才最终
拍板入选。”白朝阳说，王帅走红网络后，也有
诸如“作秀”“摆拍”等风言风语。但他认为，时
间会证明干部做直播，到底是“假作秀”还是
“真作为”。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打开王帅的带货视
频，屏幕上跳出网友们的弹幕留言：“这届领
导干部不好当”“可爱、好拼”“正在找店
铺”……戏谑中透着对王帅和同事们的肯定。

在此次战“疫”过程中，“网红县长”的带
货效应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冠疫
情突袭，在商河，陷入销售困境的不仅是鲜
花，西红柿、凤梨萝卜、新香梨等农产品均出
现积压滞销。

形势严峻，县里紧急成立“共同战疫，商河
在行动”工作专班，由王帅牵头，到当地各个镇
街开展实地调研。王帅和同事们走遍了玉皇
庙、贾庄、许商、白桥、郑路……先后收集、整
理、拍摄防疫短视频约30个、滞销农产品短视
频20余个，及时发布在各大平台。同时，他们也
积极参与直播平台扶贫助农活动，通过直播
带动积压农产品线上促销。带货短视频、网络
直播俨然成为商河县纾困自救的新法宝。

乡村振兴，干部化身“店小二”

商河县的“法宝”得来不易，这条以流量
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道路，是王帅们一点点
摸索出来的。

“我是 2019 年上半年才第一次见到王帅
副县长，第一印象就是为人处世没有官架子。
时间一长，还觉得他思维很敏捷。”宋刚在商
河当地经营一家水培花卉公司，去年跟着县
考察团到浙江学习现代农业。回来后，他便与

网络直播结下了缘分。
宋刚把企业刚竣工的 4000 多平方米玻

璃温室命名为“花卉电商展销中心”。除亭榭
曲水、满眼绿意外，温室中特意为直播单辟出
100多平方米的场地。这里每天都有三四个年
轻人，为天南海北的网友直播多肉植物。

“去年七八月，王帅副县长第一次直播多
肉植物，就是在这里做的。他不仅自己直播，
更多是鼓励企业、年轻人参与其中。”宋刚说，
这间温室已成为商河县培育直播达人的摇
篮。初入行的年轻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与网友
互动、如何设置直播后台选项、如何与售后物
流打交道，对直播行业有更多了解后，再去选
择适合自己的直播门类。

从多肉植物、特色扒鸡到时令水果，王帅
直播带货的领域越来越广，像他一样的“商河
县特产代言人”也越来越多。

2019 年全年，商河县先后组织了 16 场
大型直播活动。从“商河年货节·县长来了”
“孙集镇扶贫公益专场·镇长站台”再到“村播
达人期中考”“商河县村长来了”，这里已培育
出 40 名常态化进行直播带货的网红达人，其
中更有王帅等 17 名党政领导干部化身“店小
二”走进直播间。

主动延期，“为民带货”停不下来

“我参加工作 10 年，他是第一位主动选
择延期的挂职干部。从商河到城区不到 100
公里，可他有时候忙不开了，一周都回不了一
次家。”商河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小龙
说，作为分管商贸物流、招才引智的副县长，
王帅的学识视野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同样一个展会、论坛等公务活动，王帅总能从
中发掘出与众不同的工作要点。

作为山东省选派的挂职干部，2018年8
月，王帅从派出单位山东省科学院情报研究
所来到济南“北大门”商河县，开始为期一年
的挂职工作。2019 年，临近挂职期满，他又主
动要求再延长一年。

“之所以要留下来，主要因为一年时间太
短，很多工作刚有了头绪，舍不得放弃。这两
年，商河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自己觉得留
下同样大有作为。”王帅这样解释道。

负责全县商贸经济工作、协助分管通用
机场项目和农村清洁取暖及科技工作，这些
分管领域看上去字数不多，但做好哪一项都
不简单。为做好农村清洁取暖，他走街串户实
地调研；为提升全县科技工作水平，他发挥自
身优势延揽精尖人才。

“商河县的高科技企业从 2018 年的 5
家，增长到 2019 年的 18家。企业渴望转型发

展，但信息不对称制约了发展脚步。”王帅说，
2019年的“百名博士商河行”、设立院士工作
站等活动正逐渐开出硕果，当地不少企业已
与高层次人才签订了成果转化协议。

在采访中，同事们对王帅给商河带来的变
化如数家珍，然而当问及是否了解副县长家庭
情况时，却少有人能答得上来。“这方面，他跟我
们讲得不多。咱也不好意思多问。”张小龙说。

“妻子的预产期在今年5月份，产检等环
节我也无法陪同。大娃平常在家，全靠双方
老人照料。我带着一名研究生，还要指导完
成学业。”王帅说。这次挂职延期，又让他和
新冠肺炎打了一场“遭遇战”，陪媳妇产检更
成了奢望。但他不觉得这些称得上困难。“在
商河工作的干部，有很多人干得比我还要艰
苦。”

商河是个以秧歌、花海、温泉、生态著称
的农业县，此前，当地的发展一度滞后。而今，
借助电商与直播的力量，商河正逐渐走上赶
超先进地区的快车道。

“希望能把这里打造成黄河以北优质农
产品品牌的孵化地。”王帅和他的同事们不愿
让疫情成为商河加快发展之路上的绊脚石。
疫情期间，在这位网红县长的带动下，商河县
已经开展了9场直播活动，未来，王帅“为民带
货”的主播生涯也将持续下去……

▲让王帅成为网红的带货视频。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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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关下沉小区变身“送菜员”之后
一位武汉干部的社区战“疫”记

口述：唐金山
整理：本报记者张丽娜

57岁的唐金山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身
为武汉市财政局金融（国际）处处长、支部书
记，他曾在当地基层社区挂职。新冠肺炎疫情
来势汹汹，他带领支部党员再次下沉到社区，
在那里打响战“疫”，保卫这座他深爱的城市。
以下，是唐金山的口述——

2月1日清晨，我来到自己曾经挂职过的
琴断口街给社区居民送菜，那是疫情最严重
的时期，满城风雨，愁云惨雾。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看到她受
伤了，我的心口疼得要命。病毒似乎无处不
在，作为一个普通人，要不要下沉社区做防控
工作，我也曾彷徨恐惧过。

然而，只犹豫了片刻，我便整理好行装。
我出生在武昌，工作在汉口，战斗在汉阳。那
天，我以一名机关党员的身份，义无反顾冲向
了抗疫战场，惟愿用点滴行动保护我们深爱
的城市和人民。

此时此刻，战斗还在持续，回顾下沉社区
的40多天，很多场景历历在目，令我不能
忘怀。

让战友们吃上一口新鲜菜

让战斗在一线的战友们能吃上一口新鲜
菜，这是我最初的心愿。春节期间，当得知广
大基层党员干部为抗击疫情放弃休假、坚守
岗位、连轴工作，很多社区工作者忙得顾不上
买菜甚至不能回家的时候，我的心已飞出家
门，我决定找点理由，为战友们做点事情。

那个时间段买点菜可真不容易，我四处
找人找菜源，又雇了几辆小车拉菜，2月1日一
大早，终于把10多个品种300多盒近4000斤精
选蔬菜，逐一送往琴断口街10多个社区、环卫
工作片区和部分特困群众家中。

送完菜，我要下社区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我看到社区不断有志愿者加入，有的负

责守门登记，有的负责送吃的喝的，有的负责
买药，大家彼此都不熟悉，都不怎么说话，默
默地干着工作。

晚上，我感慨地发了个朋友圈：“这是一场
战争，这是前沿阵地，你们勇敢逆行，你们负重
前行，你们淡定自若，你们举重若轻，你们深
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今天，我也决定要
加入你们的队伍，成为和你们一样的战士！”

认领疫情最严重的网格

2月3日，属于我们的战役开始了，在组织
安排下，我带领支部全体党员下沉到汉阳区
建桥街显正街社区，正式投身社区保卫战。在
完成社区各网格小区封闭后，我们主动认领
了疫情最严重的第一网格，全面启动小区封
控管理。

我们所服务的这个社区，被汉阳区重症
最集中的市五医院及家属区包围，大家都感
觉很紧张。因为不知道这个诡异的病毒隐藏
在哪里、会不会侵入自己的身体。

作为支部领头雁，我带领支部其他 4 名
党员，每天坚守、战斗在这里，社区工作者累、
病倒了一大半。我们几个也很害怕，我不停地
嘱咐自己和我的每一个同事，在完成工作的
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安全第一。

说真的，我很担心，我怕他们任何一个人
出现问题，那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默默
地祈祷，祈祷苍天保佑大家，保佑每个人都好
好地回来，平安回来！

2 月 15 日，雨雪交加，由于头一天晩上
封闭管理的围挡板全被狂风刮倒，我带领党
员与市政工程人员冒雨抢修、加固，忙完后鞋
子已被雨水浸透。中午时分，一位热心人士给
我们送来两大包一次性雨衣，想到社区物资
匮乏，我便转送了一部分给社区工作人员。

匆匆返回的路上，因地面冰雪湿滑，我重
重地摔了一跤，一时动弹不得。我想，这下完
了，就算没骨折也得卧床。我忍着疼爬了起
来，庆幸自己还能缓步行走。我没有回家，更
不敢告诉家人，一直咬着牙坚持到傍晚。这一

天，我们浑身淋湿，冻得发抖，变成雪人；这
一天，我们赤手空拳，迎着困难，坚守在只
有风雪、没有遮掩的阵地。

第二天早上，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
又来到了值守阵地。这一天，我想方设法搞
到一顶简易帐篷，有了属于自己的“哨所”，
大家也有了归属感。后来，我们又把临时支

部建在了值守点上。

特殊的生日与特别的党日

我们在社区的统一安排下，遵循“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当好参谋、主动作为”的原则，
边工作，边琢磨，摸索出一系列管理措施，并
通过开展“底本核对、电话核查、上门核实”，
精准掌握辖区住户和人员数据信息，实现对
社区居民的全面帮扶和对特困群体的重点
关爱。

在刚刚封闭管理不久，我们就把社区和
下沉干部服务居民生活保障的事项进行梳理
归集，制定了 10 个方面的“便民服务公约”，
送到每家每户，让居民待在家里踏实安心、生
活无忧。

在我们上门排查时，发现一位离预产期
还有半个月的孕妇，她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
对象。2 月 22 日，孕妇发作待产，拨通了求助
电话，我们把她连人带行李送上社区安排的
专车送往妇幼医院。

一周后，社区又派专车将母子及家人平
安接回，一下车，我们大伙都迎了上去，女同
志负责搀扶产妇和婴儿，男同志帮着扛行李，
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令人开心，大家边走边聊，
当得知小家伙还没有名字时，一个个来劲了，
有的说，叫冠生；有的说，叫运生；我说：就叫
强生吧，只有强大的祖国，这孩子才能顺利出
生。大家一致认可，大名强生，小名强强。这个
年轻的母亲一个劲地说，好！好！

2 月 28 日，是我的生日，但这一天，没有
蛋糕也没有蜡烛。晚上回到家里，老婆把一直
舍不得吃的一点面条煮了碗长寿面，为我庆
生。由于一直忙于社区帮扶工作，家里都快弹
尽粮绝了，能够吃上一碗生日面条，我已心满
意足。老婆让我默默许个愿，我说，今天要把
愿望说出来，我最大的心愿是：早日战胜疫
情，大家平安回家。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下午 5：30，我
们在值守点的集装箱里，挂起鲜红的党旗，举
行了一次特别的主题党日活动。大家面对党

旗，举起右拳，我作为领誓人，带领全体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此时此刻，党员的使命感油然而
生！一位年轻的党员说，刚来到社区时，有抵触
情绪、有恐惧心理，通过在火线上摸爬滚打，感
觉自己成长了，被居民需要了。

一定要并肩把困难扛过去

小区里有很多困难家庭，对他们来说，疫情
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能帮帮他们，在我的倡议
下，支部党员主动捐款，一名在家休产假的党员
积极捐款1000元，她说，我不能同你们一起上战
场，但我的心与你们在一起，请收下我对困难群
众的一份爱。

我们用大家的捐款买了54份猪肉和蔬菜，
送给辖区的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有的居民接
到我们送上门的菜，感激地问：“这菜多少钱？”
我说是我们值守人员看望慰问大家的，不要钱。
知情后，有居民要拒绝我们，“你们每天为我们
站岗放哨、购物送菜，还自己掏钱买菜送上门，
这个我们不能要！”我们一再说服，居民才肯
收下。

3月9日，86岁的独居老人陈佩玖特地写了
一封感谢信送到值守点，表达了对社区和支部
党员的感激之情，她写道：你们每天给我打电
话、查体温、送问候、发爱心菜和生活物资，让我
一个患高血压和多种疾病的老人看到了希望，
你们还安排人送我去医院看病，真是我的恩
人啊！

看着泛黄的信纸、不算规范的字迹，我们心
里暖暖的。多么善良的老人啊，咱们一定要并肩
把困难扛过去啊！

刚刚下到社区时，居民对我们的工作，也有
怀疑和不解，但经过这段患难与共的日子，怀疑
与不解变成了信任与依赖。居民拿我们当亲人，
我们把居民当家人。

一位叫陆静的社区居民体谅值守干部的艰
辛，每天都会送来自己磨制的新鲜豆浆，她的热
情和执着令人无法拒绝。豆浆捧在手里热乎乎
的，而更热乎的，是群众的一片热心！

早出晚归的路上，看着高耸的建筑、空荡的
马路、安静的城市和窗口的人影，我的心还是疼
痛难忍。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路边的草绿
了，高立挺拔的紫玉兰树上，开满了鲜艳、饱满
的玉兰花，美丽而充满生机。我的眼前一下就亮
堂了，我深信，战胜疫情的那天不远了，这座城
市很快就会恢复她的烟火气。而我，一定会坚守
到胜利的最后时刻！

由于一直忙于社区帮扶工作，家里都快弹尽粮绝了，能够吃上一碗生日

面条，我已心满意足。老婆让我默默许个愿，我说，今天要把愿望说出来，我

最大的心愿是：早日战胜疫情，大家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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