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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诗抒胸臆

其一
晴好梧桐挑翠芽，
千檐红瓦映蓝纱。
城居此际如山隐，
一任啼晨到日斜。

其二
梧桐再望叶重重，
点染幽窗绿未封。
沐此春柔惟雀子，
长街来去乐噰噰。

宅家两首
■冯如

■周建 文

那天小区居委会通知我们，楼内
有新冠密接者，对大楼采取封控措
施。居委主任亲自为楼内居民建立微
信群，取名“某号楼居民群”，义不容辞
成了群主。

为便于联络与管理，规定群里每户
居民将自家门牌号作为微信名。这是
特殊时期建立的临时群，在整幢楼封闭
期间，担负着居委会对楼内全体住户上
传下达的重要职责，起着承上启下非同
小可的作用。

我居住的楼是高层，楼内住着100
多户居民，平时相遇大都寒暄而已。如
今大家同船合命，在微信群里朝夕相

处，互诉衷肠，惺惺相惜，相谈甚欢。每
天群里倒也热闹非凡，发送的微信此起
彼伏，刷屏速度令人咋舌。细细翻看，
有令我忍俊不禁的趣味事，也有虚惊一
场的幸运事，更有感人心脾的动人事。

那天整幢楼全员做第一次核酸检
测，居委主任在群里告知注意事项，检
测核酸开始后，分时段通过微信告知相
关楼层居民下楼，其余居民在家静候。
如此操作避免人流聚集，整个过程有条
不紊进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核酸检测结果知晓，有人立即在群
里报喜，内容为：几零几室全阴性。随后
大家争先恐后如法炮制。这时有一居民
发送了“几零几室三阳”。“阳性”？有人
恐慌，有人将信将疑，也有人认为是笔

误，不失时机跟帖调侃：三羊开泰啊！
此刻，发帖人才意识到自己笔误，

撤回来不及，匆忙中又发了一条：“对不
起！吓坏大家了，没有阴性。”

岂料发送后一片哗然，立即有人跟
帖：“没有阴性，那不还是阳性？”

此刻群里乐翻了天，发送出不少表
情包。无奈再次更正：“没有”两字后面
加了个标点符号，同时向各位表示歉
意，还特意加了个囧的表情包。如此这
般一番闹腾，如同添加了调味剂，顿时
群里气氛如火如荼。

过不多久，一住户发了一条：“我看
到楼下停了辆救护车，可能大白进了我
们楼。”

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你一言我
一语猜测：有人密接？阳性？几楼？个
个急张拘诸。

好在群里很快有了回应，“不好意
思，是儿媳怀孕去医院。”此言一出，众

人如释重负，虚惊一场，连呼“庆幸庆
幸”。与此同时，美好祝福接踵而至。

那天，群友发送了一条：“现在插播
一条广告，团购某某牌牛奶。”霎时引起
大家极大兴趣，询问网购的具体事项，
求购心切者要求立即登记购买，很快出
现一长串登记名单。接着又有人开始
了在网上抢菜、接龙、团购等，群里你一
条我一条不停交流，从各种渠道提供的
信息亦源源不断，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一位高血压患者发送了药品
包装盒照片，询问居委会可否代其配
药，立即有群友回复：“我这有一盒，你
先拿去用。”接着不少人发出求助信息：
缺菜油、蔬菜、泡面以及成人尿垫等
……瞬间，回复“我家有”的信息一条条
发送上来。当受助者说起微信转钱时，
所有的回复惊人一致：特殊时期不谈
钱，解燃眉之急才是关键。

少顷，由原先求助物品渐渐转变为

物物交换，住户之间互通有无，自行调
剂。柴米油盐、可乐、方便面、咖啡、啤
酒、冰红茶、面包、鸡蛋、奶茶等，都成了
交换的主要食品，群友们和衷共济，互
帮互助，关系融洽，充分体现了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而志愿者任劳任怨为大
家服务，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承担
了大楼值勤、核酸检测管理、分发物品、
住户配药、取送快递等工作，为群友排
难解忧。

有群友在电梯里发现了几袋垃
圾，拍照上传到群里，众人见后接二连
三发帖谴责其以邻为壑，人所不齿。
唯有一帖与众不同，令人刮目相看，内
容大意为：明天起，请大家将垃圾统一
靠墙放在电梯门旁，我每天中午逐层
清理垃圾。

寥寥数语，尺素情深。邻里之情在
抗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患难之
中见真情。

生活故事

特殊的微信群

新疆塔里木湖 ■张文忠

居家战“疫”记

意犹未尽

■张佳 文

不知不觉，封控在家已经两个
多星期了。我们楼栋因为有个密
接，又位于浦东，成了防疫工作的重
中之重。

从小到大，还从来没这样长时
间居家足不出户过。犹记去年上海
刮台风时候风雨交加，一天没有下
楼活动就觉得浑身难受。很多年
前，有次打篮球扭伤了脚踝，也不过
在家呆了几天而已。

民以食为天。现在每天在家，
吃成了头等大事。因为小区是突
然封闭，家里没有多少余粮。一开
始还可以轻轻松松点点外卖。但
是渐渐地疫情形势愈发严峻，直接
表现就是手机上可以买的东西越
来越少了，很多商店停止接单甚至
关门大吉。以前是“君子远庖厨”，
现在自己不得不整天成了“锅台
转”，跟着视频学习做菜。活了四
十多岁，有生以来第一次学着杀了
鱼：刮鳞，剖腹，取内脏……弄得一
手腥味。不过好在没有白忙活一
场，做出的鱼汤还比较鲜美，分两
次喝完没有浪费。

以前吃饭比较随意，经常吃一
半扔一半，现在买菜不易，做饭连蒜
瓣都要数着用了。现在我们楼栋群
里，大家每天关注最多的就是如何
抢菜。我也定了闹钟，一大早就叮
咚抢菜，可惜平台经常挤得瘫痪根
本抢不到菜。感谢一个朋友大老远
从青浦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给我送
来两大袋菜，一个江西的朋友给我

快递来了几大包方便面。还有同事
小朱，这个90后的上海小朋友，在买
东西已经难于上青天的时候，开车
给我送来了大米鸡蛋和蔬菜。后
来，社区也给每家每户送来了一些
爱心菜，让我从此“手里有粮，心里
不慌”。

生命在于运动。封控前上班
时候，中午可以在楼下北外滩散
散步，既能饱览对岸浦东陆家嘴
的壮丽城市风光，又能与大自然

“零距离接触”，看海鸥在空中自
由翱翔，对面东方明珠、上海中心
傲然伫立宛若天空之城，江面上
大小船只来来往往……微信步数
不知不觉就是几万。周末我还喜
欢一个人去松江佘山，沿着绿道
可以一直走上几个小时。现在天
天宅在家里，就像小时候课文里
写的，“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
子到门是七步”，每天步数一落千
丈，只有一两百，真是惨不忍睹。
但我“螺蛳壳里做道场”，巴掌大
的地方，一样不能放弃运动。我
买 的 几 十 斤 的 杠 铃 现 在 帮 了 大
忙，每天除了居家办公以外，我可
以随时练习杠铃。不求每次强度
多大，但是每隔一会就做一组，再
辅以原地小跑，俯卧撑……一边
运动，一边听听新闻，一天时间不
知不觉就过去了。

劳逸结合，不仅避免了久坐伤
身，人的精神状态也可以保持好。
疫情拐点还未到来，封控生活还在
继续。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共克
时艰，迎来胜利的春天。

坐了一次“过山车”
世相百态

■周彭庚 文

近日，我们夫妻俩“乘坐”了一次
长达24小时的“心情过山车”。

4月3日上午9时许，居委会打来
电话告知，昨天妻子的核酸检测有异
常，必须在家中等待复查。

妻子顿时被震懵了，我也难以置
信。妻子不仅平时很注意个人卫生
和家庭清洁，而且对防疫规定更是一
丝不苟地照章执行，不要说小区封控
后几乎没出过家门，就是封控前，也
已经蛮长一段时间“大门不出，二门
不迈”了，病毒是从哪儿钻了空子，让
她中招的呢？

我们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但
“现实”却又让我们不能不信：在小区
做志愿者的楼组长被“请”回了家“休
息”，全楼道的住户被再次强调“不得
出家门”，对面房屋各家阳台上，不少
人向我们楼道张望，凭经验我知道，
是在门口拉绳子，搭棚子，设立“禁行
区”，安排守护岗。

没多久，门铃响起，是一位全身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复检人员，我跟
她打招呼：“来得好快呀。”她一言不
发，把我们敞开的门拉得仅容她够
操作的一条宽缝。她动作挺熟练
的，大约是看到妻子紧张的样子，说
了一句温柔的话：“不要太紧张，是
异常不是确诊。”

给妻子做完，她又指着我说：“你
也必须做。”

“我……”
“对，必须做。”不容置疑的语气，

让我虽紧张但尚存侥幸的心情，顿时

收紧了一圈。
不过，我知道，家庭爆发的，不在

少数，我也检测，是必须的，唯有如
此，才能堵塞住每一个漏洞，早日清
零，回归正常生活；也是对每一个人，
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高度负责。

看着复检的从门缝中消失，我
想，应该对妻子说点儿什么，一时又
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相对而坐，但脑
海里却思潮翻卷。

我和妻子同居一间房，同吃一锅
饭，同食一碗菜，我是阴性，她却异
常，漏洞在哪里呢？

突然，我想起，1号下午，快递送
来一捧鲜花和其它物品。鲜花是妻
子打理的，修枝、理叶、插瓶、添水，我
没插手，莫非这就是漏洞所在？

早知……唉，悔也晚了。
看看妻子，她似乎已从初听时的

慌乱中走了出来，开始默默地整理东
西，做最不愿看到的结果的打算。

她打开冰箱，拿出本该细水长流
以应对长期封控的好几样荤蔬菜，
说：“多做点儿，增加营养，提高免疫
力。不然，等回来，恐怕要坏掉了。”

我接了上去：“带几件旧衣服去，
回来就不要了。全买新的。”

我们都回避了“隔离”“方舱”等
敏感字眼，把闷在心里的担忧说出
来，沉闷淡退了不少。

时钟指向了 4 点。到可看核酸
结果的时候了。赶紧查，但屏幕上只
有“待上传”几个字。过了一个小时，
再查，仍是“待上传”。“今天复查的人
不会太多，应该很快呀，看不到结果，
心中又陡生疑虑和烦躁。

直到睡觉前，我还是没查到结
果，忽然，脑海里闪过一点火花：检测
是5人一管，若是其他人有了检测结
果，那就表明可能是妻子中招了，若
其他人都没结果，到底是谁中招尚未
可知。

于是，我跟居委会联系，他们回
答说，今天已晚，不便打扰人家，明早
再联系。

想想说得也对，只好作罢。但
整个晚上，脑海里一直在盘旋，几乎
没怎么睡着。看看妻子，已发出轻
微的鼾声。我真羡慕，她的心态比
我好多了。

4号清早，再查，还是“待上传”。
居委会那边也没消息。我知道，这段
时间，他们也辛苦，没好意思再去打
扰他们。

好不容易挨到接近 8 点钟，我
想，该上班了，点进去一看，果然出
来了，“阴性”两个大字赫然出现在
眼前。

“我是阴性！”我兴奋得叫起来。
正在厨房里的妻子，赶忙跑了过

来：“快看看我的！”
“也是阴性！”妻子从我手里一把

拿过手机，睁大眼睛，看了又看，“好
了，没事了。”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她
完全忘记了昨天的心神不宁。“唉，不
知是谁中招……”妻子长叹。是呀，
我们多么希望大家都没病没痛，平平
安安。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风
风雨雨，但似乎都没有这次让我们如
此震撼。疫情发生三年，国家把我
们，无论是耄耋还是稚童，都当成宝
贝，极尽所能，保护每一个生命。我
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们必须健
康地生活，迎接明天。

Y A N G P U T I M E S
沪内部资料准印证（B）第0189号 每周逢二、四出版 新闻热线：65653113 数字报网址：yptimes.shyp.gov.cn E-mail：ypt@yptimes.cn

本期8版

第36期（总第2613期）

5月24日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四月廿四

2022年

扫一扫关注
上海杨浦

■记者 陈涛 文/摄

本报讯 5月22日，上海恢复轨道
交通3、6、10、16号线以及273条地面
公交线路。在杨浦，轨交10号线以及
公交申川专线、25 路、33 路、37 路、
537路、538路等多条线路恢复运行。

公交538路首班车的发车时间是
早上7点。6点45分，记者在起点站
淞沪路殷行路站看到，首班车已经准
备到位，车厢环境已完成消毒，全部
车窗也已打开通风。

驾驶员杜东辉早早地等待首批乘
客的到来。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职责
除了开好车外，还要监督每一位乘客
戴好口罩、上车必须扫“场所码”，显示

“绿码”才能上车。
6点52分，公交538路恢复运营后

的首位乘客徐先生扫码上车。徐先生
的“场所码”显示“绿码”，核酸48小时
内为阴性。他告诉记者，得知途经长
海医院的538路车恢复运营，自己刚
好要去长海医院配治疗糖尿病的胰岛
素，所以就赶第一班车去配药了。

“有公共交通出行，方便许多。”首
班车上还有一位乘客黄先生，也是前

往长海医院配药。记者了解到，早在
一周前，巴士一公司就开始为车辆进
行消毒和保养。考虑到驾驶员休息了
近两个月，公司还专门为驾驶员进行
了安全教育培训和规范操作培训。公
交538路线路负责人郑纪翀表示，恢
复运营后的安全管理不能放松，仍坚
持一程一消毒，开车必须开窗通风。

当天早上8点，记者来到地铁10
号线五角场站，站台上已经有三三两

两的乘客，几乎清一色拉着行李箱。
轨交10号线直通虹桥机场和虹

桥火车站，赶来乘坐的乘客也以返乡
客流为主。周先生是湖南长沙人，因
老家有事，乘高铁回长沙；焦女士回河
南商丘，本打算骑共享单车去虹桥火
车站；杨先生需要回江西老家，过一阵
子再回上海……当天，他们从上海的
各个居住地赶往五角场乘坐地铁。

乘客扫描场所码，出示48小时核

酸阴性证明并且通过测温，即可正常
进站乘地铁。8点03分，一辆开往虹
桥火车站方向的列车停靠五角场站，
现场候车乘客有序上车。

车厢里几乎“座无虚席”，乘客们
也都自觉戴好了口罩，还有人穿着隔
离衣、防护服，彼此并不攀谈。中途
停靠其他站点，陆续有拉着行李箱的
乘客进来。

乘地铁、坐公交的生活正在“回归”。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区内企
业上市，助力企业更好对接资本市
场，5月18日，“科创金融下午茶第
三期暨杨浦区拟上市重点企业座谈
会”在线上举行，50 余家重点上市
后备企业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区金融办、上交所
发行上市服务中心、团区委、区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浦江资本市场实
训基地联合举办，在总结前期“科
创金融下午茶”和“杨浦区拟上市
重点企业座谈会”活动经验和成功
做法的基础上，重点协调解决疫情
影响下企业在上市筹备过程中面
临的困难。

活动中，市区相关委办局、上
交所发行上市服务中心、中国银行
杨浦支行、中信建投证券等金融
机构专家，分别围绕企业上市情
况、金融服务、疫情下新出台的惠
企利企、助力复工复产、IPO 上市
等政策产品进行详细解读，为企业
在当前环境下上市提供渠道、注入
信心。

在互动发言环节，微谱检测、达
坦能源、在田环境 3 家企业分别介
绍了疫情期间的业务开展情况及上
市进展情况。各金融机构专家线上
为企业进行答疑解惑。

杨浦区历来重视企业上市工
作，目前已培育了一批“硬科技”企
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区金融办主
任李长毅表示，下一步区金融办将
探索实施更全面、更细致、更温暖的
政策服务，为杨浦区企业上市保驾
护航。针对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实施一
企一策，把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落实；
积极打造“政会银企”四方常态化学
习交流平台，强化培训指导，为企业
上市按下“加速键”。 ■毛信慧

本报讯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熟悉的城市正逐渐“回归”。5
月22日始，全市恢复运营273条公
交线路，其中有 111 条公交线路是
跨区线路。

为方便跨区公交通行，21 日
晚，杨浦拆除设置在杨浦与虹口、杨
浦与宝山两区交界处的 16 处隔离
路障，于22日零点前拆除完毕。

21 日晚 7 点，记者在平凉路大
连路路口看到，铁栅栏已撤走，平
凉路重新与大连路贯通，往前走
穿过大连路，就能到达毗邻的虹
口区。

在杨浦，跨区公交线路涉及
申川专线、25 路、33 路、37 路、70
路、123 路、220 路、537 路、559 路、
842 路、934 路等。杨浦交警支队
一大队民警周张轶表示，隔离铁
马拆除意味着道路已贯通，但疫
情防控仍不能放松。路口还是会
设置软隔离，所有车辆和外卖快
递骑手，需要遵守防疫政策，“有
通行证的通行，没有通行证的不
能通行。” ■陈涛

助力“上市后备军团”启航

跨区线路逐渐恢复

他们是防疫一线的“领头雁”“定心丸”

记者探访部分公共交通恢复首日

杨浦这些家庭医生，日夜坚守一线

本报讯 来自各行各业的他们，有
着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面对疫
情防控的挑战，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他们之中，有人深入社区，披星
戴月；有人坚守岗位，争分夺秒；有人
参与志愿服务，热情贴心……

为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杨浦
区选出一支“领头雁”队伍，成员共有5
人，分别是殷行街道国一（2）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张志平、平凉路街道海杨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陈焰、双阳路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邹成、江浦路街道兰州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沈茜和四平路街道同
济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立民，他
们用行动书写忠诚、践行初心使命，让
居民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老人凌晨摔倒，二人联合救助
殷行街道国一（2）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张志平，是从宝武集团转岗
来的“宝书记”，早自3月10日起，就
已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某天凌晨5时许，张志平迷迷糊
糊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求助声，说是
自己年迈体弱已过九旬的老父亲，
因起夜不慎摔倒在地动弹不得，而
自己家住彭浦，封控不能出来，只好
求助居委会。

老年人最怕摔跤，张志平一听
到这个消息，急忙穿好防护服跑去
救人，到达该居民家后，发现老人太
沉，一个人无法抬起来，再加上怕伤
到老人，张志平急忙又联系了居委
会主任倪华，叮嘱其穿戴好防护装
备即刻前来救人。

片刻间，两人在狭窄的卫生间
内一个拖身，一个扛腿，使出好大的

劲，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抬到卧室的
床上。所幸老人并无大碍，一家人
连连感谢社区的相助。

两岁半女孩发烧，上演
紧张时速

平凉路街道海杨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陈焰是居民区的老书记了，今
年已60岁的他，因疫情形势严峻，顾
不上办理退休手续，仍然和居民区
一线工作人员坚持在岗。

某日，陈焰接到一位居民求助
电话，小区内一位两岁半的小女孩
突发高烧。打电话的是女孩的母
亲，已被确诊进入方舱隔离治疗。
女孩属于密接，家里还有外婆一
人。得知女孩已高烧至40度，伴随
全身抽搐，陈焰二话没说，穿上“大
白”，赶到小女孩家中。

同时在海杨居民区蹲点的街
道干部立刻联系 120，并将情况报
备街道申请车辆支援，很快，一辆
城管用车赶到小区，与此同时，120
的车也赶到了现场。陈焰抱着孩
子下楼，女孩也非常乖巧，不哭不
闹，大家以最快的速度把女孩送到
医院。

启动社区助老，集中配
送团餐

大桥街道双阳居民区有 9 个小
区，居民6200人，其中近半数超过60
周岁。双阳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退伍军人邹成在区委组织部的帮助
下，联动美团（上海）党委为社区老
人集中配送团餐和助老爱心包，包
括成品餐盒、蔬菜、肉类和部分慢性
病特需药。 （下转第4版）

■记者 毛信慧 宋玥

5月19日是第12个“世界家庭医
生日”，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杨浦区
内的家庭医生们坚守一线，成为居民
们的有力“医”靠。

两部手机轮流充电，为
了每一件重要的“小事”

“我备了两部手机，轮流充电，这
样可以保证自己的电话一直通畅，微
信持续在线。”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孙永毅介绍起了他的“工作心得”。

此前，家庭医生们主要承接对口
家庭的基本医疗、健康咨询等服务。
疫情发生后，他们成为了疫情防控战
线上的多线作战员，在保障基本工作
之外，还是核酸“采样员”、病患“转运
员”、医药“配送员”等等。这些工作
都有一定的突发性和时效性，为了保
证“有求必应”，孙永毅和同事们大都
准备两部手机，实时在线。

21个居委，9万多常住人口，他们
的健康牵动着每一位家庭医生的
心。“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简单
的问询，但对电话那头的他们来说，

我们的回应就是一方镇定剂，我们的
指导和建议，能让他们迅速获得安
慰。我们现在几乎看到手机亮起，就
会本能地抄起电话来。”每天都得给
手机充电好几轮的他，已经记不清一
天到底接了多少电话。

告别即将中考的儿子，
他成了24小时“派单员”

“我凌晨3点多起床的，6点半前完
成了今天的紧急采样任务。7点，又投
入到了新的核酸采样任务里。”这是长
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茅俭波的一日。

茅俭波说，他目前主要负责中心
的居中调度工作，协调对接核酸采
样、收样和送样等工作。此外，还需
要帮助协调解决中心对口的16个居
委会每天上报的各种医疗保障需求。

“队员们每天‘出单’，到各个指定
点位进行核酸采样工作，而我就是后台
那个‘派单员’，一般都在凌晨12点左
右确定好方案，1点多做好具体部署，7
点前落实好人员、车辆和物资，中间如
果有突发情况，还得特别处理。”采访
中，“派单员”茅俭波多次被手头的工作
打断，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