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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守“沪”，那些“不回家”的人
　　这是上海疫情防控中，那些“不回家”和“回不了家”的普通人的自述。社区民警、快递小哥、建筑工程

师、货车司机……平时，他们是超大城市里的微小分子，像滴落纸上的墨水，时隐时现。疫情里，他们离开家

庭，奔赴各个战场，成为守护万家灯火的凡人微光

　　这些讲述中没有荡气回肠、蜿蜒曲折的情节，却有平静的力量和平凡的温度。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光亮，

汇聚起来就能战胜疫情，让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重获生机

　　我是张符亮，是来自山东省菏泽市农村的
一名货车司机，滞留在上海纯粹是个意外。
　　 3 月 27 日，我和妻子一早开着自家货车，驱
车 10 个小时 700 多公里，将数吨蔬菜从山东菏泽
运往上海奉贤。
　　近 1 个多月来，我一直从老家往上海运
蔬菜。有人劝我，上海出现了疫情，让我换个
地方送。但我是卡车司机，常体验饿肚子的感
觉，如果不送了就有好多人要饿肚子，所以我
也就没有中断。
　　为了省油钱，我们在 App 上接了第二天的
运货订单，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回山东。晚上，我
们在货车上很早就睡着了，由于停在郊区的公
路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上午，在离沪关卡，我们被拦了下
来。民警告诉我们：3 月 28 日 5 时起，上海以黄
浦江为界开启新一轮核酸筛查，浦东、浦南及毗

邻区域率先进入封控状态。现在出入上海需要
有车辆通行证。
　　我当时一下就懵了：来的时候还好好的，现
在回不去了。
　　起初，我们打算在车上凑合几天，一解封
就走。但到了第 5 天，车上的泡面和水都耗尽
了，外面也买不到东西，我们只能选择向外界
求助。
　　我们在网上搜索各种求助电话，最后拨通
了奉贤区农委的电话。一个工作人员 20 分钟就
赶来了，还带来了一箱泡面和矿泉水，当时我感
动坏了。
　　那个时候我就想，上海到了特殊时期，我也
不能闲着，就问工作人员：“我们夫妻俩本来就
是来送物资的，你看我能不能做点啥？做义工或
者车辆被征用都行。”
　　工作人员把我介绍给一家专门负责采集和

配送物资的农村合作社。合作社的负责人特
别好心，不仅管我们吃，还给我们在一个民宿
里安排住宿，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淋浴室，我已
经一个礼拜没洗澡了。
　　当天下午，稍微熟悉情况后，我们夫妻
就开始工作。工作内容就是把运来的七八种
蔬菜分拣包装成一个袋子。分好后的蔬菜被
分发到村居民家门口。
　　合作社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每天早上
我们 7 点起床，要忙到晚上 10 点，需要分拣
好几千份。但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毕竟一份
菜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吃两天。
　　过了几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上海运送物
资运力紧张。我又打电话给奉贤区农委的工
作人员，希望能让我参加配送蔬菜。提交申
请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一张车辆通行证，开
始在田间地头拉菜、往外运输，这几天都要

从早上干到凌晨。
　　有身边的人知道我家里还有老人孩子，就好
心地告诉我，有了这张通行证我可以离开上海，
开车回山东。
　　但是我并不准备走，我想发挥自己最大的
能力，和大家战斗在一起，一起把这场疫情挺
过去。

滞留货车司机：不准备走，和大家战斗在一起

　　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为世
界奉献了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
奥运盛会，在奥
林匹克史册上镌
刻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知重负重、
迎难而上的疫情
防 控 和 医 疗 保
障，为这一笔的
书 写 夯 实 了 基
底、添注了信心。
　　 4 月 8 日，
人民大会堂气氛
庄重热烈，获得
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突出贡
献集体”和“突出
贡献个人”称号
的代表，在现场
接受表彰。其中，
负责本次奥运期
间防疫等工作的
北京冬奥组委运
动会服务部，以
及承担医疗保障
任务的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下称

“北医三院”），荣
获“突出贡献集
体”称号。
　　面对持续肆
虐全球的新冠肺
炎疫情，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举办面临前所
未 有 的 风 险 挑
战，保障参赛各
方人员健康安全
成为重中之重。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副部长、疫情
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告诉记者，此次涉
奥入境的人员有将近 2 万人。面对如此大
规模的人员入境，防疫压力前所未有。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在兼顾住
宿、餐饮、医疗、反兴奋剂等服务保障工作
的同时，与国际奥委会共同制定了《防疫手
册》，成为赛事期间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遵
循的基本准则。
　　“我们科学制定了一系列防疫政策和
方案，严格闭环管理，落实涉奥场馆一馆一
策、酒店一店一策，对闭环内所有人员每天
开展核酸检测。”黄春说，在赛事推进的过
程中，防疫团队与专家科学评估每一例阳
性病例情况，结合体育赛事的运行规律和
奥运办赛特点，持续灵活调整闭环内防疫
政策。
　　对于黄春和部门其他成员来说，宣传
解读防疫政策也成为赛时的家常便饭。“任
何利益相关方，包括运动员团体、工作人员
等有任何疑惑，我们都要第一时间解答、沟
通，让防疫政策更好地落地落实，确保赛事
顺利开展。”黄春说。
　 　 赛 时 期 间 ，闭 环 内 阳 性 比 例 仅 为
0.45% ，所有阳性人员都得到了有效治疗
和良好照顾，未发生聚集性、溢出性疫情，
城市防控动态清零。有外国运动员表示：

“如果疫情应对也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
枚。”
　　出色的防疫，让冰天雪地里的每一声
加油呐喊都更加铿锵有力，如今这份“突出
贡献集体”称号的荣誉，也饱含人们对冬奥
防疫“赛道”上每一位奋斗者的深情谢意。
　　“能获得这个表彰真的非常激动，这份
荣誉属于我们部门全体 109 名工作人
员。”黄春说，“接下来我们将陆续走上新的
工作岗位，我们一定会把难忘的冬奥经历，
尤其是北京冬奥精神传承下去、再立新
功！”
　　除了防疫工作，赛时医疗保障对冬奥
会举办同样至关重要。对于脚踩冰刀雪板、
驰骋于冰天雪地里的冬季项目运动员来
说，高效的医疗保障尤为关键。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期间，北医三院派出 200 余名
医务人员，同时覆盖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
大赛区。
　　“冬奥会期间，北医三院顺利完成冬奥
会首例运动员手术、首例脊柱骨折手术、首
例航空医疗救援，为伤员救治提供准确、高
效的医疗服务，获得国际奥委会医疗和科
学委员会、国际雪联医疗委员会的称赞，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医生的风采。”北医三院院
长乔杰说。
　　冰雪项目运动损伤救援难度相对较
大，北医三院主动破题，借助科技力量，完
成此次保障任务。例如，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在赛场上对伤者进行无障碍识别、快速
筛查；转运期间通过转运仓、急救仓开展同
步处置和实时预警；到达急救医院前，依托
5G 技术完成患者信息传输和共享，为伤者
争取抢救黄金时间……
　　“踏上领奖台，我们很激动，更感觉到
肩上的担子很重。”乔杰说，未来，北医三院
将持续发扬北京冬奥精神，下好健康医学
先手棋，打好疾病防治主动仗，在后冬奥时
代为守护人民健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执笔记者：赵旭；参与记者：姬烨、王
璐、王楚捷、李欣莹、黄爱萍）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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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陈联义，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新桥
派出所的一名基层社区民警。从 3 月 6 日小区
第一次进行全员核酸开始，我就没有离开过单
位，30 多天都睡在社区警务室里。
　　我自己也没想到，劝阻一位老人下楼散步
的视频在网上火了。
　　 4 月 6 日，我在小区里日常巡逻，在景观河
边看到一个老人坐在石椅上休息。由于社区正
执行“足不出户”的封控静态管理模式，我就走
上去问：“叔叔，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现在是要求
人人‘足不出户’，您下来干嘛？”
　　但老人似乎并不很配合，冷淡回应：“我今
年 76 岁了，你说什么，我耳朵不好，听不见。”紧
接着他说，自己在家里憋不住了，下来透透气，
自己不会被感染。说完，他径直朝河边的桥
上走。
　　几番交涉后无果，我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在
部队待过 20 年，因为曾经带兵训练的缘故，遇
事时嗓门确实很大，当时就急声对老人说：“我

自己也有家啊，你们有家待不住，我是有家不能
回啊。叔叔，您能不能体谅体谅我啊，小区 30 多
万平方米、1 万多人，靠我一个人管，管得过来
吗？”“在您面前，我的年龄能做您的儿子，如果
您的儿女在外面这么辛苦，您不心疼吗？将心比
心，您能不能体谅体谅我呀！”
　　后来，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居民把这段视频
传到了网上。当然，这也不是我想火的方式，现
在也不是火的时候。
　　我所在的社区是松江区新桥镇最大的一
个动迁安置社区，人数超过 1 万人，其中 8%
为本地老年人，8400 人左右都是来沪务工
人员。
　　调到这个小区一年多来，我一直把小区当
作自己的家，把居民当成家人，没有本地人和外
来人之分。不谦虚地说，小区里除了牙牙学语的
小孩，都知道有个“陈警官”。
　　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后，除了日常的组
织核酸检测、治安巡逻、小区管理外，我给居民

们追过走丢的狗、化解过夫妻吵架、帮人买过
药、送过外卖、联系开过假条，和物业一起装过
防护栏。当然，也拒绝过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
遇到紧急的事态，我神经是绷紧的。
　　前两天凌晨，我接了一个居民打来的电话，
告诉我他爱人是孕妇，肚子疼，感觉要生了。
　　当时，我第一时间跟社区报告了，但人命关
天不能出任何岔子，由于担心现在 120 的资源
有限，我给派出所报告了情况，请求能否向指挥
中心申请调派一辆警车过来。十几分钟后，警车
开进社区把两人接走送去医院。第二天下午，那
位居民给我发信息说母子平安，还说以后要给
我送一份喜饼。
　　其实，特殊时期做居民工作更需要换位思
考、将心比心。我给小区 66 栋楼每栋都建了微
信群。
　　这段时间要说没压力不现实。说来你可能
不信，我解压的方式就是空闲之余翻看手机里
的微信群，看到居民们群里的交流、开的玩笑、

诉说的生活，绷紧的神经也能舒缓下来，感觉
和大家的距离很近。
　　现在我最希望的是，疫情快点过去，让咱
小区的居民们开开心心地走出大门，正常生
活工作，孩子们正常上学。我也可以跟我一个
多月没见到的女儿和在 120 工作的爱人吃顿
饭，自己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美美地睡上
一觉，哪怕三天三夜。

网红民警：希望美美睡上一觉，哪怕三天三夜

　　我叫张向宇，今年 30 岁，是中建三局一公
司安装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我和我爱人一起
参与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的改建
项目。
　　我和我爱人是一个单位，我们去年领的
证，婚礼还没完成。这些年，我们都在各地参与
建设工程，聚少离多。
　　 4 月 5 日下午，我接到单位的电话，要去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参与建设方舱医院，当时情
况紧急也没来得及告诉她。
　　我的工作是负责暖通施工工程，具体说就
是建设通风管道，管道形状类似电影里特工钻
的那种方形的通风管道。
　　通过建设通风系统，会场内的空气形成水
平单向流，不让空气中的病毒四散，最后过滤
后，排到室外高处。运行的原理和抽油烟机有
点像。

　　我是 6 日凌晨到的 3 号馆施工现场。工作
9 年，我也是第一次打这么快节奏的仗。过去，
类似的工程从熟悉图纸、联系劳务、厂家采购、
再到正式施工，没几个月下不来，这次要在 4 天
内完成，犹如按下了超级“快进键”。
　　第一天开工，由于人手不够、很多材料也都
没有到位，施工进度缓慢。我当时很着急，毕竟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但随着增援的人越来
越多，材料也一车车地送进来，心也慢慢安定了
下来。
　　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能几天都不睡
觉，现在完全理解了。我 3 天里就睡了 4 个小
时，大家的睡眠时间都很少。在大仗面前，所有
人都很紧张，也很团结。从设计单位到施工单
位，从指挥长到技术工人，大家都在一起解决施
工中遇到的难题。
　　 4 月 6 日上午，我在排队做核酸检测时，远

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组织工人做检
测。靠近一点我发现居然是我爱人，后来才知
道她也接到任务从别处调来馆里做防疫专
员。当时大家都很忙，所以就远远地和她打了
个招呼。
　　 4 天里，我和我爱人遇见大概有七八
次，但几乎没怎么说过话。只是有几次她给
我打电话说：“现在做核酸检测的人不多，你
快来。”还有就是让她给我和工友送过一
次水。
　　 9 日凌晨，所有施工基本完成，方舱进行
功能测试，最终顺利验收。3 号馆也是项目里
首个完工交付并投入使用的展馆。那时，大家
顶着黑眼圈的脸上才多了笑容。
　　凌晨 5 时，我们接到通知要马上撤离。
撤 离 前 ，我 和 我 爱 人 还 在 方 舱 医 院 外 合
了影。

　　等所有同事都到馆外等大巴车时，我们发
现有一位同事怎么也联系不上，后来才知道，
他坐在一个楼梯间睡着了。
　　如今，我们俩参与方舱建设的工作暂时告
一段落，正在酒店隔离。本来我们的婚礼定在 5
月，现在只能往后推迟。不过，我相信婚礼那天
也会很快到来。

“夫妻档”方舱建设者：相信婚礼会很快到来

　　我叫梅凯林，26 岁，武汉人。3 月 27 日，我
独自踏上了武汉通往上海的高铁，打算去上海
做一名快递小哥。
　　上了火车后，我给家人发了信息说：“我要
去上海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两年多前的武汉
疫情，我被封在家里三个月，当时也曾看到上海
给武汉送物资的新闻，所以萌生了来上海做点
什么的想法。
　　到上海后，我在酒店里给在美团外卖站点
做站长的朋友打电话。他劝阻我说，现在上海疫
情形势复杂，最好别来。但我告诉他，我已经到
上海了。
　　第二天，我成了一名外卖小哥，骑着电瓶
车，行驶在上海的街头。
　　 4 月 1 日，浦西地区进入区域静态管理，当
时我们站点的骑手从 50 多个一下子减少到十
几个，我每天接到的外卖单数从 30 多单，增长
到 120 多单。

　　为了提高效率，我会在车上挂满 50 单的商
品，大概 100 公斤左右，车子像个“变形金刚”。
工作一般要从 7 时左右一直送到深夜，其间需
要换 7 至 8 个电柜，算下来大概要跑 250 公里
以上。运送过程中，药品是我的最优先级——— 因
为可能会有独居老人遭遇断药，之后才是送粮
油大米。
　　我有自己的短视频账号，记录我在上海送
外卖的生活，我还把自己手机号公布在上面。每
天都有两百多条留言，大都是希望我帮忙采购
的求助信息，我尽量做到每条都有回复。
　　我现在有一个习惯，晚上回到安排的公寓
前，看看网友给我的私信和留言，寻找那些最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加 班 给 他 们 免 费 把 物 资 送
过去。
　　这几天，有一位宝妈发信息给我，说孩子没
东西吃，问我能不能送点东西过去。那会儿已经
快凌晨了，我也顾不上真假，在外面骑行了半个

小时，找到一家小商店，买了仅剩的面包送了
过去。
　　还有一个孕妇私信我说，这几天她是预
产期，肚子有点不舒服，一时叫不到车，很着
急，问我能不能用电瓶车送她去医院。
　　当时我怕她是想“放放风”的人，让她把
24 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和产检证明都发给
我。确认后，我用电瓶车载着她到医院做产
检，等她结束后，又把她送了回去。
　　还有一个在上海实习的小青年，说家里
没有吃的了，能不能给她送个外卖。当时，周
边都买不到食物，我就把给外卖小哥准备的
盒饭送了一份过去。她要给我 30 元，我拒
绝了。
　　也有不少受助人要给我微信转钱，表示感
谢，最多的给过 200 元，但我都拒收了。我记得
武汉疫情封闭在家时，也想给一个外卖小哥感
谢费，但他当时没有收，现在我更不能收。

　　未来的日子，我想还是要送好每一单。就
像有一个网友在我自拍的一段视频下说的那
样：“不要飘了，低调干活儿，去帮助更多的同
胞们。”
           （本报记者兰天鸣）

外卖小哥：低调干活儿，去帮助更多的同胞们

  ▲陈联义在小区组织了一天核酸检测工
作后，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受访者供图）

  ▲张符亮和妻子正在农业合作社里分拣
蔬菜。          （受访者供图）

  ▲张向宇夫妇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完
成方舱医院建设任务后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梅凯林在上海市静安区运送完一批物
资后，继续赶去采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