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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上下天光（五彩滩）■张文忠

心中的警戒线
世相百态

■祁民龙 文

3月下旬疫情漫延到了我所居住
的小区，最早是我所居住的 5 号楼，
11楼的住户被检测出新冠阳性，当天
晚上，就来了几个身穿防护服的工作
人员，先在底层门楼前拉起一条红白
相间的警戒线，随后又搭起了一个约
2平方米的帐篷，里面坐进一位年轻
的“大白”，从此，我们就成了“封控
楼”的居民，享受14天“封控”待遇。

大楼内，居民足不出门，静默守
候；大门外，“大白”恪尽职守，日夜相
伴。亲友闻讯，纷纷“投喂”，物品只
能送至楼栋大门警戒线外，放在一张
特意搬来的长桌上，门里门外没有接
触。只有在做核酸时，警戒线被暂时
卷作一团挂在门楣上，楼里的居民才
可以出得门楼，亲近一下小区里因无
人打理而自由生长的花草，呼吸一会
室外的空气。

后来，楼里居民们“团”到物资
了，志愿者接力传递，居民逐次下楼，
隔着警戒线取走物品。一条警戒线，
把小区划分成两种生活状态：警戒线
外，草长莺飞春意正浓，偶有大人散
步、孩子玩耍；警戒线内，静默蹲守足
不出户，克己自律、期盼解封。

时值春末，天气多变，时而春光
明媚，暖风吹拂；时而阴雨绵绵，春寒
料峭。寒气逼人的夜晚，人们总是看
到帐篷里的灯一直亮着，值班的“大
白”通宵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守护着
小区居民的安全。

一天早晨，起床早的居民忽然发
现我们5号楼门前的帐篷不见了，值
守的“大白”也撤了，只是那条红白相
间的警戒线还横在门前，仿佛是在提
醒人们：封控期未满，不能逾越此线。

没了“大白”监管，也没有加装隔
离墙板，其实也是在考验楼内居民遵
守规则的定力。此时，楼内居民似乎

并不在意门前是否有人值守，因为楼
内居民都明白，隔离在家，也是在与
新冠病毒战斗；守住这条警戒线，就
是守住大家的安全。后来直到解封，
都没有一人越过这根警戒线。

没过多久，小区其他门楼又相继
出现几例新冠阳性，“阳性楼”的封控
管理完全复制5号楼的模式，门前不
再看见值守的“大白”，一条细长的
警戒线足以管用，因为在大多数居
民心中，早已竖立起一道自律的警
戒线。正当大家为我们小区居民良
好的自律意识感到放心和自豪的时
候，却意外发现“封控楼”内一位年
近古稀的老者，趁着夜色越过警戒
线，走在小区步道上遛起狗来。此
举立即引起居民的不满，纷纷向居
委反映，随后，“封控楼”前又出现了
一个曾经见过的帐篷，里面坐进一
位年轻的“大白”。

有学者说，规则意识应成为现代
文明的通行证。在规则面前，愿每个
人都能在心底里拉起一根敬畏的警
戒线，学会克制住自己。守住规则既
是避祸之道，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
的最大尊重和保护。

■陈茂生 文

上海俚语“拍拍满”，转换成书面
语言“满溢”，应不会大错。

听见居委会小喇叭广播的召唤，
赶紧下楼排队做核酸；经过楼道门口
看到墙边那排信箱竟悄悄落了一层
薄尘，不觉有点怅然。

疫 情 骤 起 那 年 ，小 区 也 曾 封
闭。报纸杂志送到小区由志愿者分
类摆放后，由订户自取。就是多走
一趟，乐乐呵呵地权当锻炼身体。
通常，每日有报纸，偶然还有杂志馈
赠及朋友书信，所以一月里终有几
日是“拍拍满”。

这回封闭管理后，报纸信函暂停
投放了，每日也就无需惦记“今天信
箱开没开”，也就有了个50多天不曾
翻阅纸质报纸杂志的记录。

看到网上有人写了一句“邮箱腹
中空”觉得蛮形象。

想必会有人不屑：“此言差矣”甚
而“此人忒土”。不是有手机和电子
邮箱吗？其实，网上邮箱、楼下信箱，
自是分得“煞煞清”。早上眼睛一睁
就拿起手机，点开微信“看看有谁@

我”；忙完晨间俗事，沏杯清茶打开电
脑先登录邮箱，尽管“收件箱”里多为
自动生成的格式化邮件和广告，但终
有一二则让人欣然一笑。

而每每掏出钥匙开信箱前，都有
点小悬念“今朝里厢有点啥”；除了报
纸信件，偶然也真会有小惊喜，那种
心里暗自窃喜的滋味也是相当不错；
而细细端详信封上的寥寥几笔，还会
有一番“神游”：这是个“老法师”编
辑，还是个刚出校门的青涩姑娘呢？
也是蛮有意思的。

浩瀚星空小小寰球瞬间直达，电
子邮箱赢在便捷；而楼下的信箱因为
有温度让人留恋，到啥年代也不能没
有报纸和书信。余光中先生在那首
著名诗歌里开头写到：“小时候，乡愁
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
在那头。”生活如斯，信箱是乡愁的

“产房”。
信箱，曾是生活中须臾不可少的

“标配”。在“鲁迅纪念馆”里，曾看到
展出的一本鲁迅生前制作的剪报集，
汇集了从 1928 年至 1933 年间《申
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大晚
报》等在申城出版发行的报纸副刊文

章，每页都亲笔标注了报纸名称和日
期。鲁迅的上海岁月中不仅订阅许
多报刊，而且通过信件与外界保持联
系。有时想象这样一番场景：鲁迅每
日都要从大陆新村的二楼书房，走一
层楼梯到底楼打开信箱取件，九年之
中少有中断。

以前弄堂生活，石库门的旧木门
上有个铜质信箱口，因年代久远而
黝黑的边框上还有几个英语字母
LETTER。一个门栋号里无论有几
户人家，所有的信函汇款报纸杂志
都投入那个口里，然后便随处飘落
在地上。几十年间，却未见有丢失
之类的情况。搬迁后，时有后悔怎
么不把这个蛮有纪念意义的物件拆
下来带走呢？

如今居楼房了，楼下有一排坚固
美观的不锈钢邮箱，尽管作用有点式
微，但绝对不可忽视，哪怕以后网络
发达到6G、7G，新建住宅和别墅依然
还会给邮箱留个位置吧。

信箱蒙灰，总是件遗憾的事情。
待山河无恙，信箱里会再有报纸

会有信件当然也会有汇款单，自然重
又“拍拍满”。人们又要为“开没开”
信箱留个心，也会抱怨随之而来的那
些广告单页。天气渐热，大伙吃完晚
饭出门定点倒掉垃圾，顺便从信箱取
出晚报，凉风习习中看看标题聊聊
天，生活就这样恢复到如常的以往。

期待信箱“拍拍满”
生活故事

志愿者手记

意犹未尽

■王小平 文

我是一名普通的小区志愿者，
做的也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每
一天感到既忙碌又充实。

今天是4月22日，上午十时，居
委会的同志在志愿者微信群里通
知，对小区居民进行抗原检测。“收
到”“收到”……志愿者们都在第一
时间回复。

按照分工我负责本楼组的检测
工作。收到通知后，我马上穿好个
人防护服，来到居委会活动中心，先
自己做好抗原检测，确定本人阴性
后领好本楼组的检测试剂。

从一楼到六楼，我按照实际居
住情况挨家挨户地敲门。“您好，我
是志愿者，给您们发放检测试剂，做
一下抗原检测。”绝大多数居民对我
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辛苦你了。”“谢谢。”几句简单的问
候语，温暖了彼此的心，邻里间的距
离近了。

由于封控了一段时间，也有个
别居民面带怒气，发起了牢骚或
抱 怨 ，“ 何 时 能 解 封 ？ 你 们 说 说
看。”“我们家的菜快吃完了，你们
还不赶紧想点办法？”“不是刚做
过吗？怎么又要做了！”……遇到
这些情况，我首先想到他们并不
是针对我，而是因为眼下的疫情
防控措施比较紧，换位思考，我便
耐心地拉起家常：“现在疫情形势
严峻，大家都有一些困难，但只要
每个人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守好

‘小家’，就能共同呵护好我们这
个‘大家’。”“你们对居委会工作
的意见我会如实地转达，合理的
意 见 请 他 们 积 极 采 纳 并 改 进 工
作。”“你们老人不会手机买菜、网
上 买 菜 ，我 帮 你 们 想 点 办
法。”……“寒冬一句暖人心”，个
别有“抵触情绪”的居民，后来见
到我，也热情地主动打招呼，这让
我感到很开心。

在做好抗原检测，确认好每一
个检测结果后，按照程序我马上把
情况反馈给居委会的同志：“发放18
支，回收18支，全部阴性。”再回到楼

组时，我会顺便看一下各楼层的垃
圾回收情况，有个别家门口有垃圾
的，我及时帮忙处理。楼道里干净
整洁了，这样本来足不出户的居民
心情就会好一些，我是这样想的。

中午回到家里，刚坐下来准备
吃口饭，书记给我打来了电话，“王
老师，小区部分老人需要帮忙配点
药，麻烦你去跑一趟。”我二话没
说，马上放下碗筷，来到居委会领
受任务。

拿好需要配药的老人的医保
卡，逐一核对每位老人需要配的药
的名称及数量，就急急忙忙地往社
区医院赶。排队、挂号、收费、领药，
在社区医院医生的热心服务下，都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拿到每一个
老人需要的药时，我将医保卡、发
票、药相对应一一装入各个袋子里，
一人一袋，这样看起来清清爽爽，老
人拿起来也方便。虽然花了将近一
个下午的时间，但我感觉很值得。
在我把每一个老人需要的药交到居
委会同志的手里时，大家都高兴地
笑了，就像是打了一场“胜仗”。

相比于那些身处一线的医护人
员，他们是辛苦多了。我只是一个
小小的志愿者，做着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为身边的居民朋友服务。但
我愿化作一束光，照亮一片小小的
天地。

春日绚烂

人生智慧

■朱祖昌 文

今年的春天有些“闷”，闷得人
心有点蔫。本是拥抱春天的时节，
却在屋里独步空走。反复无常的新
冠疫情，让脚步局促于七步之内，做
不出曹植的诗句，惆怅于疫情之患。

可春天没有蔫，春天的脚步依
然翩然而至。

昨夜，春雨潇潇，欲睡入梦。忽
有叽叽声入耳，鸟鸣催醒，春眠已觉
晓。打开窗户，春风袭人，拂面掠
耳，填满屋舍。

虽不能观赏自然春色，独赏窗
前桌上的盆栽花草，亦不负春光。

花架上，从云南丽江旅游带回
的石斛种植在一块火山石上。据卖
家说，这块火山石出自腾冲，经卖家
静心培植，石斛已成活于火山石
上。深褐色的石体布满空隙，有效
地提高了吸水性，为石斛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水源。石斛依附着火山
石，根须根植于空隙之间，与火山石
融为一体。三四十根枝茎聚集于火
山石顶上，呈扇形状。碧绿的叶子
参差其中，花苞从茎枝中迸出，花蕾
在阳光下绽放。白色的花，花姿优

雅，花色纯洁，花型玲珑，花香袅
袅。花苞即摘即食且具药用价值，
鄙人更愿意以养眼促养性致养身。

书桌上的文竹根植于椭圆形的
紫砂盆内。根部弥坚，已经有些年
头了。茎纤细秀丽，柔软丛生。叶
密生如羽，翠云层层。春风中又有
嫩枝穿出，装点了书桌春色。一盆
文竹，体态轻盈，姿态潇洒，文雅娴
静，也为书房增添了一分书香之
气。盆中，还有交错放置的两块薄
薄的石片，增添了穿行于山中竹林
的一点野趣。

兰花种了四年，只见长叶，不见
开花。或许在积蓄能量，或许在等
待时机。不急，慢慢长吧，观赏叶子
也挺好的。修长的叶子亭亭玉立，
一条条叶脉清晰可见。沾满露珠的
兰叶，在晨风中摇曳，婀娜多姿，真
是“泣露光偏乱，含风影自斜。俗人
那解此，看叶胜看花”。

茎干布满落叶痕迹，斑然如鱼
鳞的铁树，年年修剪年年长，年年长
得郁葱茏。铁树生长缓慢，不易看
到开花，不知为谁栽培为谁剪。

养植了二十多年的常春藤生生
不息。主干壮实有力，枝条从枝干延
伸，撑起了这棵常春藤的整个世界。

“三区”管控，足不出户。心态
平和，心情亦畅。身居斗室，有阳光
照耀，有春风吹拂，有花草相伴，这
个春天依旧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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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中旬，上海复旦微电
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列入第二批
复工复产企业“白名单”。截至目前，
公司复工人员已从封控期间的30余
人壮大到近百人。

伴随着电脑“咔哒”一声启动，员
工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熟悉的“日常”
回归……据了解，目前除保障生产和
物流的员工复工外，公司其他部门的
员工也在陆续返岗中。

区人大代表、上海复旦微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施雷介
绍，在各办公区域返岗复工期间，专
人负责该区域除业务以外的沟通反

馈、联络、对接、落实防控等管理工
作。一是按市防疫要求，对公司内部
区域实行分类分区管理，强化人员管
控、定时定点开展消杀，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会议方式开展工作。二
是对复工人员名单进行动态化管理，
对员工健康进行常态化监控，对返岗
人员进行“点对点”接送，各班组实行
无接触换班，并定期开展防疫培训。
三是全面检查物流司乘人员的健康
情况，入司物资走固定路线、进入固
定场所，由固定人员按照公司预案进
行消杀。同时，备足防疫物资，并对
废弃防疫物资进行集中安全处理。

尽管疫情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生产
供应的节奏，但复旦微电子的复产努力
从未停止。疫情封闭管理期间，复旦微
电子采用应急管理模式，确保防疫保供
两不误。为保证供应链正常循环，测试
分析部、仓库、质量管理部等多名员工
驻守园区开展工作，扛起生产大旗。

晶圆由流片厂直发测试供方，CP
完成后直发封测供方，芯片加工完成后
根据销售发货要求直接发送客户。与
此同时，扩建深圳仓库，将封测下线的
产品通过深圳仓库紧急交付给客户。

物流方面则采用多种组合形式，
通过高效运输保供应。国内采取物

流专车自提，国外委托货代直发；封
测以供方自提为主，物流专车进行补
充运输；遇特殊情况时借用供方仓库
作为临时物流中转。集团子公司上
海华岭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特殊时期公司保供链上的中转
站，高效响应，有效保障了供应顺畅。

积极有效的应对预案，以及上游
供方、供应商和物流公司的全力支
持，员工们的同心守护，使得复旦微
电子整个生产环节在特殊时期始终
有序平稳进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稳中向好，复旦微电子按下复工
复产“快进键”。 ■成佳佳 龚莲

本报讯 5月28至30日，杨浦区
持续三天开展蚊蝇高峰压制行动，
同时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本次行动的重点是，对因封
控长时间未落实病媒生物防制措
施的场所开展巡查，做好蚊蝇高
密度区域控制，落实防制设施，加
强病媒防制力度，降低病媒传播
疾病风险。

本次行动以“全面清洁、全效消
杀、全除病媒、全民参与”为主题，有
针对性地开展环境整治、清洁消杀、
病媒防制、健康生活“四大”行动。

行动启动以来，区爱卫办、区卫
生健康促进中心组织区内病媒生物
防制专业队伍，集中开展蚊蝇控
制。针对因长时间封控导致成蚊、
成蝇密度较高的区域和人群集中活
动场所，进行集中蚊蝇密度控制，对
不能清除的积水环境，投放灭蚊幼
剂，遏制生长。

同时，在小区、绿地、农贸市场、
垃圾厢房等重点场所设置捕蝇笼、
灭鼠毒饵站，加强巡查维护和饵料
补充。截至目前，共出动专业人员
282人次，巡查社区公园绿地23个、
市民集中活动场所 113 个、老旧小
区224个、环卫设施228个、建筑工
地24个、农贸市场33个，共集中消
杀30万余平方米。

另外，时值春夏交替，上海又
进入白蚁分飞期。如果发现少量
白蚁只是从室外飞到屋内，不要
慌，只要把它打死或者用吸尘器吸
掉就好；数量多的，把门窗关好，把
家中的其它光源全部关掉，在桌子
上放一盏打开的台灯，台灯下放盆
肥皂水，利用白蚁的趋光性，诱杀
在肥皂水中，然后打扫干净即可；
如果确定白蚁是从家中飞出来的，
要妥善保护好蚁害现场，不要随意
搬动、破坏蚁路、蚁巢，更不要使用

“雷达”等杀虫剂去喷洒或用火烧，
盲目地自行消杀只会惊扰白蚁，使
之四处逃匿，扩大其危害范围。应
及时联系白蚁防治企业，让专业技
术人员上门处理。上海物业报修
电话：962121。 ■宗禾

本报讯 2022年，上海遇到了疫
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形势最严峻的一
次考验，为了帮助广大党员群众和
一线战疫人员舒缓情绪，为复工复
产做好充分准备，5月26日，“大家
微讲堂”之“防疫心理疏导课”特别
节目正式上线。

“大家微讲堂·社区政工师”
项目是杨浦区深度挖掘区域内高
校专家资源，积极发挥哔哩哔哩
等网络平台优势和党建工作优势
而推出的网红思政课项目，经过
多年耕耘积累，在区域内产生积
极影响。

本次特别节目，依托杨浦“三
师三顾问”制度，聘请区域内高校

“大家”担任社区政工师，结合心理
防疫这一内容，特邀复旦大学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副
教授田芊，围绕“‘疫’心守护 筑实
防疫心理防线”主题，讲解如何以
良好的心境和饱满的状态来巩固
防疫成果。 ■祖之

复旦微电子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

杨浦持续三天开展
蚊蝇高峰压制行动

“大家微讲堂”特别节目上线

5月26日至31日，新江湾城街道带你探寻正在回归的熟悉“日常”

杨浦区为山西晋中、福建厦门、内蒙古包头援沪医疗队送行

致敬逆行出征的白衣战士

杨浦首个解封街道的居民，都去干了啥？
■记者 汤顺佳 王歆瑜 陈涛 文/摄

5月25日，新江湾城街道54个小
区全部列入防范区，成为杨浦第一个
可以“有序有限”开放的社区。

根据市、区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部
署，新江湾城街道防范区自5月26日
起至 5 月 31 日实施“有限人员、有限
区域、有限活动”的管控措施，居民区
陆续开放。

出入小区的防疫措施有哪些？
线下购药方便吗？公园散步超市购
物的情景是什么样的？记者进行了
实地探访。

第一站：小区大门，错峰出行
位于政立路687弄的东方锦园小

区已经一个月没有出现阳性病例了，
是一个整建制防范区小区。26日，记
者来到小区门口，看到居民们正手持
出入证，有序登记进出。按照规定，大
家可于每天上午7点到晚上7点之间，
凭借一户一证步行出入小区，两天一
次、一次两人，不能超过2个小时。

走到小区门口，居民们出示出入
证、“随申码”绿码后，还需进行纸质
登记，记录下出门时间和所住楼栋、
室号。 （下转第4版）

■记者 王歆瑜 毛信慧

连日来，区委副书记、区长薛侃，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刚为山西晋
中、福建厦门、内蒙古包头援沪医疗
队送行，代表杨浦区委、区政府和全
区人民，向逆行出征、无私奉献的医
疗队全体队员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
感谢。

薛侃向全体队员们亲切问好并
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上海疫
情防控最吃劲、医务人员最紧缺的时
候，各地医疗队逆行出征、千里驰援，
驻点杨浦、同心守沪，以实际行动践
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严
谨的作风、过硬的技术、拼搏的勇气、

敬业的精神，充分诠释了医者仁心、
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让我们深深感
受到了各省市之间的兄弟情谊。援
沪医疗队的无私奉献，上海人民心怀
感恩，永远铭记。希望大家今后多来
上海、多来杨浦走走看看，这片土地
永远欢迎你们！最后，祝愿大家归途
平安、工作顺利，继续为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沪晋手牵手，支援上海
杨浦不问归期

山西援沪医疗队（第九医疗队）
来自山西晋中，入驻杨浦的队员有
36名。说起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救护
工作，医疗队队长王灵萍依然热泪

盈眶。医疗队与受援医院——上海
市市东医院（定点医院）实行混编管
理，医护人员按专业分别进驻医院
的 8 个病区。医疗救治达 1780 多人
次，救治 160 多名危重患者，护理
9600 多 人 次 ，完 成 社 区 核 酸 采 集
7600多人次。

王灵萍告诉记者，离别之际，奋
战的每个场景就像一部难忘的影片，
在脑海里反复播放。收拾行李的时
候，队里还有小姑娘红着眼眶说：“队
长我真的做到了！”医疗队里的00后
姑娘，20出头的年纪，第一次长时间
离家，冲到一线奋勇拼搏，没有一人
叫过苦和累。

医疗队队员们说，难忘在上海

的日日夜夜，难忘患者康复时的激
动喜悦，同时也学到了上海同行的
经验，感谢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无
微不至的照护。“我们山西晋中医疗
队，是总队里唯一一家服务杨浦的
支队。沪晋山海一家亲，欢迎大家
在疫情过后到我们山西指导观光，
我们永远在一起！”

沪闽一家亲，在这里我
也有了亲人

经过 50 多天的艰苦奋战，福建
厦门医疗队 203 名队员圆满结束援
沪医疗任务。援沪期间，医疗队先
后接管了世博方舱和城市足迹馆亚
定点医院。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