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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强 李 强文并摄

尿毒症患者赵勇在等待血透。他倚坐

在轮椅上，垂着头，闭着眼，一动不动，

乌黑的脸上已看不见血色。4 月 13 日，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临时血透中心门前的

马路边，直到被人叫醒，他才抬起头，满

脸虚弱，一说话就喘粗气。

“在家里四天了。”赵勇说，“正常两

天 。” 他 感 觉 到 自 己 的 两 条 腿 绵 软 无 力 ，

呼吸困难，“心脏也不行了”。确诊尿毒症

6 年来，他每周二、四、六到复旦大学附

属浦东医院血透，这一次因为疫情，已逾

期两天未透。

对于血透病人而言，封控意味着无法

前往医院进行透析。“你不做就等于等死

啊！”一位血透病人说。

3 月 20 日，浦东医院收到通知，开始

接收封控区的病人。浦东医院肾内科血透

室护士长赖碧红起初有些懵，她们血透室

将面对的是来自全区封控区的 700 多名透

析病人，这是往日里她们要面对的病人数

量的两倍。

“医护都是 24 小时连轴转的，我们金

主任 60 岁都要退休了，下半夜她都要顶

着上”。赖碧红告诉记者，那天恰巧是她

的生日，儿子打来电话提醒，她却在电话

这头说“妈妈今天很忙，你不要给我打电

话 ”。 那 天 ， 她 只 在 晚 上 简 单 吃 了 一 顿

饭，夜里通宵没睡。

由于只接受封控区的血透病人，原本

在浦东医院进行血透的 300 余位病人需要

被分流至其他医院，病人的对接任务巨大

而繁琐。赖碧红和护士每天需要与各个居

委会对接病人信息，再与病人确定透析时

间。“我每天接打三四百个电话。”

他们不断地接到封控区居委会上报的

新病人名单，也不断接到病人的电话，病

人不断地询问透析是否有位置，赖碧红听

得出来，他们焦急万分，“长时间不透析

就面临着生命危险。”

疫情的持续扩散，使得浦东新区封控

区的数量仍在增长，透析资源从未变得如

此紧张。从 3 月 20 日至 4 月 4 日，浦东医

院进行了 2702 人次的血液透析，但这仍

然不够。即便是血透室 24 小时 4 班满负荷

运转，75 台血透机不留一台空闲，仍然

有不少的血透患者无法得到及时的透析。

在网络上，来自血透病人的求助越来

越多，有的病人已经出现血压上升、双腿

浮肿、气喘心衰等症状，有的距离上一次

透析已经过去 8 天，还有因交通问题无法

前往医院、原透析医院有医护确诊而关闭

无处血透的。

最危险的一次，赵勇熬了 5 天，他身

体 里 的 积 水 越 来 越 多 ， 心 肺 负 担 越 来 越

大 ， 到 第 六 天 他 已 经 说 不 上 话 ， 呼 吸 困

难，身体无法躺平，出现心衰。最终，他

是被救护车拉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东院急诊才抢救回来。

“一般 5 天要做两次血透，5 天不做是

受不了的。”赵勇告诉记者，由于所在的

小区成为封控区，他需要前往浦东医院透

析，但在那 5 天里，他在煎熬中从早等到

晚，“每天都在等给排上 （透析名额）。”

而在浦东医院，为了让更多血透病人

及时透析，医院紧急采购了一批血液透析

机，又紧急召回院内具备血透资质的医护

全部返回血透室。即便如此，人手仍然吃

紧。3 月 31 日，外院 5 名护士紧急支援，

4 月 3 日，来自浙江省医疗队的 28 名医护

人员进驻浦东医院血透室。

其间，浦东与浦西相继进入封闭管理

模式，上海新冠肺炎本 土 新 增 病 例 持 续

走高，到 4 月 5 日，上海新增 268 例本土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和 13086 例 无 症 状 感

染者。

浦东医院 4 月 6 日零时起临时转型为

新 冠 救 治 定 点 医 院 ， 医 院 门 诊 、 急 诊 、

发 热 门 诊 、 住 院 、 核 酸 检 测 等医疗服务

暂停。

赖碧红回忆，大概在 4 月 5 日 12 点，

她接到院长的通知，“要在 24 小时之内紧

急筹备一个临时的血液透析中心”，目的

是解决浦东新区没有透析位置的病人的透

析问题，以及方舱医院的血透病人的分流

问题。

这个临时血透中心的位置选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曹路镇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距离浦东医院 30 余公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诊尚不足半年。

“ 就 是 个 空 壳 子 。” 赖 碧 红 告 诉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医院必须在 24 小时内

配置起救治一个病人所需的一切东西，除

了透析设备外，急救所需的设备也被考虑

在内。这些都需要从浦东医院本部送来，

“ 我 们 当 天 晚 上 一 直 搞 到 深 夜 ， 把 物 资、

人员列了清单。”

设备送来后发现，“墙吸氧气表头跟

我们的不配对，”赖碧红说，“只好申请使

用氧气钢瓶。”氧气钢瓶拉来后，没有手

推车，“我们就用手去拽，扛，甚至抱在

身 上 。” 由 于 人 力 有 限 ， 医 护 既 是 清 洁

工，又是搬运工、司机。

院感“三区两通道”的设置、150 台

透析机的安置、信息化诊疗的建立等都在

24 小 时 之 内 完 成 。 4 月 7 日 下 午 1 点 钟 ，

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中心迎来了第一批

病人。

当 天 ， 血 透 中 心 接 收 了 50 余 位 病

人，第二天数量翻了一倍，后来又增加到

200 多名病人 。“已经解决了相当一部分

病人透析难的问题。”曹路临时血透中心

执行主任潘阳彬告诉记者，“以前他们找

不到透析的地方，现在通过各种途径就找

到这里来了。”原本由浦东医院分流出去

的 300 多名病人也陆续被医生们找回。

在曹路临时血透中心，医生们要面对

数倍于病床数量的血透病人。

血透中心刚刚开诊那几日，上海气温

升高，由于空调无法使用，穿着防护服在

血 透 室 工 作 的 护 士 出 现 过 几 次 晕 倒 的 情

况，更多的时候，他们从血透室出来，衣

服已经湿透，能拧出水。

“我们有些透析机，因为温度太高一

直在报警，‘温度过高，温度过高’。”赖

碧红说，护士们就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设

法给机器降温，让它们正常运转。后来，

医院临时调来一些风扇，给血透室降温。

“任何困难都得克服。”被临时抽调来

组建临时血透中心的医务部副主任李明哲

告诉记者，血透中心运营初期，他一天只

能 睡 两 个 小 时 。 为 了 不 让 一 台 透 析 机 空

闲，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打电话。他承担起

临 时 血 透 中 心 与 285 个 居 委 会 的 对 接 任

务 。 这 是 一 个 非 常 繁 琐 ， 费 时 费 力 的 过

程。很多时候，血透患者的信息报给他时

已是凌晨，“我就不可能再睡觉。”

李明哲几乎时刻盯着手机，“盯着哪

些人来，哪些人不来，不来了我赶快把后

面 的 人 插 上 来 ， 不 要 让 那 台 机 器 空 在 那

里。”他说，“有些人好几天没透了，会有

生 命 危 险 ”。 那 些 同 时 患 有 传 染 病 的 病

人， 也 要 被 考 虑 在 内 ，“ 机 器 是 有 限 的 ，

做了传染病 （病人） 的机器就不能做正常

人的血透了。”

即便如此，透析床位仍是一种稀缺资

源 。“ 每 次 来 就 像 中 了 彩 票 一 样 。” 赵 勇

说，自上次 4 月 8 日在仁济医院经历过抢

救后的 4 天里，他每天都在等透析名额。

由于不确定何时能够接到居委会的通

知前去透析，而入院透析需要 24 小时核

酸阴性证明，他不得不 每 天 都 要 去 做 核

酸 。 他 年 过 七 旬 的 母 亲 每 天 用 轮 椅 推 着

44 岁的他走四五公里的路去做核酸，再

走 四 五 公 里 的 路 回 家 。 原 本 透 析 规 律

时，“走个一两百米没问题，现在十米都

走不了”。

在未透析的第三天，赵勇排到了 4 月

12 日前往浦东医院透析的名额，但由于

无法解决通行的问题，他们不得不放弃这

次透析的机会。

“ 有 车 了 没 有 名 额 ， 有 名 额 了 没 有

车。”赵勇的母亲说，她家是低保户，没

车。由于小区出租车车队出现阳性病例，

其他司机也因此被隔离。“我本来想，如

果近一点，我推着他过来，但十几里路，

推不动。”

4 月 13 日，已经是赵勇未透析的第四

天。居委会通知他，早上 6 点有车。他和

母亲 5 点就起床，下楼等着，“怕他 （司

机） 跑了”。“等到 6 点半，给我来个电话

说车没有了。”赵勇的母亲说，他们没吃

早饭，实际上没时间做，更没心思吃。后

来，等到 9 点钟，才有车来将他们送往曹

路临时血透中心。

赵 勇 已 经 不 怎 么 敢 吃 饭 ， 多 天 未 透

析，肚子里的积水已经让他吃不消。“一

天一顿，控制着吃。”赵勇说。尿毒症患

者由于肾功能丧失，体内代谢物与水分无

法及时排出。上一次五天没透析时，医生

从他肚子里抽出来 4000 多毫升积水。

这天，他们比下午入院透析时间早到

了 4 个小时。“你要运气很好很好才能过

来 做 。” 赵 勇 说 ，“ 我 们 这 天 就 是 幸 运 的

啊。”他一直坐在轮椅上，在血透中心门

前等着。

等到下午一点钟，曹路临时血透中心

门前已经排起透析长队，天开始下雨。前

来透析的多是老年人，坐着轮椅，拄着拐

杖，撑着雨伞，披着雨衣。赵勇在母亲的

陪 同 下 ， 也 挤 进 队 伍 ， 也 有 老 人 独 自 前

来。有人是被镇子统一安排接送血透病人

的车送来的，有人从 60 公里外的村子花

费 400 元雇人接送，有人是开着私家车送

80 多岁的老母亲前来。

雨渐渐大起来的时候，这支队伍已很

难保持安全的防疫距离，人们在门口挨肩

擦背，仿佛生怕挤不进去。

“ 现 在 患 者 挺 着 急 的 。” 潘 阳 彬 说 ，

“一个是核酸检测的问题，一个是运送的

问题，导致有部分患者就诊困难。”入院血

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有效期是 24 小

时内，但在曹路血透中心门前，一位血透病

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核酸检测报告还有两

个小时即将过期，但结果仍然未出，等到下

午两点，若还没出，他们只好回家。

对于核酸报告结果一直未出的血透病

人，血透中心的医生也有顾忌，但有时他

们也会视情况先为病人进行血液透析。

4 月 11 日 ， 血 透 中 心 来 了 一 对 老 夫

妻。“夫妻俩都是智力障碍，拿的手机是

老 人 机 ， 核 酸 报 告 看 不 到 。” 赖 碧 红 记

得，一位护士注意到血透病人有重度心衰

症状，已不能躺平，“坐在那里靠在她老

公身上，喘得很厉害”。

“报告没出来，我们高度怀疑她是阳

性，可能是在复核。”潘阳彬说，“但是当

时作为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如果不透，今天晚上有可能就会过

不去。”赖碧红与潘阳彬在评估过风险后

决定，给她开独立的房间，“既不让她传

染 我 们 的 医 护 ， 也 不 让 她 传 染 我 们 的 病

人。”后来，在救治过程中，病人的核酸

报告结果出来了，“阴性”。病人生命体征

也在上机透析之后慢慢平稳。

“ 心 里 一 块 石 头 落 下 。” 李 明 哲 说 ，

“这点良心还是有的。有时候我们违反了

这条规定，我们还是会这样去做。”

在曹路临时血透中心，赵勇经历了近

4 个小时的血液透析，身体有所好转。那

天傍晚，送他前来透析的车子没能来接他

回家，是一同前来透析的病友家属载他和

母亲回去的。

回到家后，他们依旧每天坐着轮椅去

搭乘地铁 6 号线，前往医院做核酸，等待

不知何时可以排到的血透名额和送他去医

院的车。

在 4 月 15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为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续命曹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王烨捷

终于转为管控区了。上海青水湾小区

已连续 14 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要守好每一

个可能感染的环节，守好每一天、每一分

钟。“要在实战中调整方法，把工作做到

最细。”38 岁的上海青浦区夏阳街道青科

居委会副主任倪春芳说。

大喇叭喊人做核酸，现场
很混乱

3 月 30 日，倪春芳正在家里陪孩子学

习，接到街道通知：立即到区办公室，24
小时备勤。

她简单打包行李出了门。

倪春芳心想，要封了。第二天，青浦

区夏阳街道发布公告称，全域将于 4 月 1
日 3 时至 4 月 5 日 3 时实行封控管理，开展

两次核酸检测。当晚，街道又发通知，要

求居委会工作人员建立楼栋群，方便封控

期间工作。

当时，倪春芳和 2 名工作人员负责青

水湾的防疫工作，已经为建楼栋群准备了

2 天。此前，小区组织过几次核酸检测，

检测点设在小区 1 块空地上，两个工位，

每 20 人一组混检，站成两排。

快到检测时间 时 ， 志 愿 者 拿 着 喇 叭

在 楼 下 喊 ，“ 下 来 做 核 酸 了！” 另 一 位 志

愿 者 站 在 检 测 区 入 口 处 ， 进 一 个 人 ， 在

总 人 员 名 单 上 打 钩 ， 1400 多 位居民，先

到者先测。

这种方式使得现场很混乱：有时候 8
点多通知做核酸，老人 6 点多已经在楼下

排队；有人听不到喇 叭 声 ， 躺 在 家 里 睡

觉 ； 人 容 易 堵 在 检 测 区 入 口 处 ， 导 致

拥 挤 ， 需 要 志 愿 者 维 护 秩 序，检测速度

缓慢。

“我们就想一栋一栋叫。”一位志愿者

说。但方式还是用喇叭喊，很多人仍然听

不到，效果有限。

“我就想试一试建楼栋群。”倪春芳打

印出每栋楼的人员名单，寻找楼长，“先

找党员，吃财政的。”如果楼里没有财政

供养人员，她优先找年轻人，问他们是否

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有的人“嫌烦”，不

愿意，她就再找人。

倪春芳找了 3 天。封控前一天，她正

好找到了所有 47 个楼的楼长，并建了 47
个楼栋群，打印出群码。

3 月 31 日晚上，倪春芳给每位楼长发

了楼栋人员名单，让他们挨家挨户上门核

实，保证每户至少一人进群，便于发布信

息、通知核酸检测时间。

有的楼长发现少数老人不会用手机，

就上门提醒下楼做核酸检测。还有的老人

瘫痪，居委会请医务人员上门核酸检测。

提 前 核 实 信 息 很 必 要 ， 尤 其 是 老 小

区 。 普 陀 区 甘 泉 苑 的 志 愿 者 刘 慧 告 诉 记

者，小区老人很多，因为没有帮助老人提

前登记信息，进行核酸检测时，志愿者要

帮老人在“健康云”手动输入他们的身份

证 、 名 字 、 单 位 地 址 ， 生 成 “ 核 酸 码 ”，

耗时耗力，导致队伍中途拥堵。

更令她苦恼的是，“核酸码”起初只

限当天使用，每次都要帮老人重新输入信

息 ， 直 到 核 酸 码 有 效 期 调 整 为 30 日 后 ，

检测速度才加快。

为了加快检测速度，倪春芳在小区南

北区域各设置一个检测点，每个区域由楼

长组织，举着楼牌号，按顺序一栋栋楼做

核酸检测。

比 如 ，1 号 楼 的 楼 长 组 织 居 民 下 楼 ，

安排 20 人先进入检测区，剩余人在等候

区，两米间距排队。点位上的志愿者根据

前一栋楼的进度，通知 2 号楼楼长准备，

2 号楼楼长接着在群里通知居民下楼，以

此类推。

这 个 过 程 中 ， 楼 长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任 务 ： 按 照 名 单 清点本楼人数，保证不

漏人。

闵 行 区 晶 华 坊 小 区 的 居 民 王 强 告 诉

记 者 ， 每 栋 楼 做 核 酸 检 测 时 ， 楼 长 不 清

点人数，导致不同楼栋的人互相插队。

有 时 候 ， 青 水 湾 的 楼 长 们 也 无 法 保

证 所 有 居 民 能 及 时 下 楼 检 测 。 一 位 楼 长

说 ， 有 几 个 小 伙 子 怎 么 叫 都 不 醒 ， 等 所

有 人 采 样 结 束 ， 再 安 排 他 们 采 样 。 还 有

的 孩 子 要 上 网 课 ， 也 安 排 他 们 最 后 采

样，保证每栋楼居民采样时不交叉。

4 月 1 日，青水湾的居民按照新的方

案 进 行 核 酸 检 测 ， 检 测 时 间 缩 短 为 5 个

小 时 。 不 过 ， 楼 长 们 发 现 ， 整 栋 楼 居 民

一起下楼，电梯和楼梯会出现堵塞。

他 们 再 次 细 化 排 队 方 案 ： 对 有 电 梯

的 高 层 楼 住 户 ， 先 通 知 前 几 层 的 人 下 ，

再 通 知 后 几 层 的 人 下 。 对 走 楼 梯 的 低 层

楼 住 户 ， 先 通 知 第 一 层 楼 和 最 后 一 层 楼

的 人 下 ， 再 通 知 中 间 楼 层 下 ， 减 少 下 楼

人 员 的 密 度 。 检 测 时 间 因 此 缩 短 为 3 个

多小时。

每 一 个 细 节 都 可 能 减 缓 检 测 速 度 ，

需 要 志 愿 者 细 心 留 意 。 有 的 志 愿 者 发

现，PDA （核酸检测登记手持终端） 在强

光线下识别不出“核酸码”，就做了一个

大纸箱，避光扫码，以提高排队效率。

还有志愿者注意到，医护人员每次拿

棉 签 都 要 在 袋 子 里 找 ， 于 是 提 前 备 好 棉

签，放到桌上。

倪春芳安排 20 组人中的第一人拿着

采集管，20 组人中的最后一人拿条形码，

协助医护人员检测，“最后一个人拿着条形

码进去，医护人员就知道这组人够了。”

有时候，医护人员采样时忘记手消，

志愿者会在一旁提醒。

信息透明化很必要

除了进行核酸检测，居民也要多次自

测抗原。第一次组织抗原检测前，倪春芳

让居民在门口放一个环保袋，楼长领取试

剂后，分发到每户环保袋里，避免与居民

接触。

这 是 倪 春 芳 2020 年 在 青 浦 集 中 隔 离

医学观察点时学来的经验。当时，她在观

察 点 任 点 长 ， 负 责 给 入 境 的 隔 离 人 员 送

饭。为了避免接触，她把饭放在对方门口

的凳子上。

这次抗疫，倪春芳通知居民，每天定

点 将 垃 圾 放 到 门 口 ， 楼 长 和 物 业 上 门 收

取，物资也由楼长分发到每户，保证“零

距离接触”。

倪春芳还要求物业保安守住第一道屏

障——小区的大门。

她叮嘱保安，医护人员每次进出小区

都要进行抗原检测，所有物资必须消杀，

并安排志愿者 12 小时在门口值班。对于

团购，她建议居民只团生活必需类物品，

并将供应商的资质报备。

有些小区从第一道门开始就出现了裂

缝。刘慧了解到，小区门岗看守不严格，

有人伪造保供人员证件，进入小区卖菜。

3 月 30 日，王强所在楼栋一位居民发热，

之后确诊，他询问后得知，对方带孩子去

过医院，还逛了一圈菜市场。

还有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小区物资

消杀不彻底，团购没有限制，存在感染物

资流通的风险。

在 4 月 14 日上海市举行的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就为

何封控时间已久，还出现阳性感染者的情

况回应说，在全域静态管理阶段，虽然居

民足不出户，但仍有很多物资在流通。如

果存在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不排除接触后

造成感染。

尽管严守大门，4 月 3 日，青水湾还

是出现两例确诊病例，“可能是潜伏期的

病毒出来了。”倪春芳推测。

她给被感染“阳楼”的每户居民打电

话，告知他们有确诊病例，不要出楼，并

在楼下拉警戒线。

在倪春芳看来，信息透明化很必要，

“ （收到） 任何通知、公告，应该第一时

间告知社区的居民，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和

心理疏导。”

就信息透明化问题，上海浦东新区封

控区的一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告诉记者，

出现核酸异常情况后，疾控部门直接与居

民联系，告知异常情况。居委会要等街道

通知，信息比居民本人滞后，“这中间的

时间差，可能导致这户居民楼道里的其他

户感染。因为如果他自己不吱声，没人知

道他异常，我们居委和物业那会儿也不知

道要给楼道消杀。”

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居委会从未向

居民公示过哪栋楼有确诊病例。“这当中

存在风险，假如志愿者搬东西，进入有确

诊病例的楼栋怎么办？”一位居民说。还

有居民说，楼栋出现确诊病例后，居民不

知情，出门取物资，存在感染风险。

得 知 有 确 诊 病 例 后 ， 倪 春 芳 立 即 上

报，要求及时转运。但确诊的那对夫妻不

肯转运，说放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倪春

芳承诺他们，老人和孩子如果确诊阳性，安

排一家人一起隔离，两人才安心转走。

他们一转走，倪春芳就安排一名物业

人员消杀。但这位物业人员害怕感染，不

敢进楼。倪春芳给他讲自己在青浦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时的经历，对他进行心理疏

导 ，“ 你 看 我 一 个 女 的 ， 当 时 防 疫 的 时

候，没有防护服，也得上。”她教他如何

戴口罩、手消、脱穿防护服。

有人消杀后，倪春芳又上报街道，请

医务人员上门为“阳楼”的居民上门做核

酸检测。

这一系列操作及时切断了感染源。而

其他区域的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小区出

现确诊病例后，没有及时转运确诊病例、

封控相应楼栋，也没有安排人消杀，导致

疫情扩散。

4 月 13 日，嘉定区嘉豪社区一位居民

说，楼栋出现确诊病例后，近 10 天没有

做核酸检测，无人消杀。该小区党支部书

记称，已向相关部门反馈过以上问题，没

有回复。

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

由于守住大门、封控“阳楼”、有序

组织做核酸检测，自 4 月 3 日之后，青水

湾小区再无新增确诊病例。

不过，随着封闭时间越来越长，居委

会需要做好保供工作。倪春芳说，由于开

始的封控时间通知为 5 天，很多居民只购

买 5 天的生活物资，4 月 5 日那两天，办

公室的电话明显增多。有人说，家里快没

吃的了。有人说，缺药。还有人问，为什

么不解封？

他 们 联 系 保 供 单 位 ， 为 居 民 购 买 蔬

菜、米、面。起初，卫生巾、奶粉、尿布

等物品没有购买渠道，倪春芳和保供单位

商量，制定套餐。

还有一些琐 碎 的 生 活 物 品 ， 倪 春 芳

建 议 居 民 共 享 。 一 位 楼 长 说 ， 她 常 常 游

走 于 楼 栋 里 ， 传 送 居 民 互 助 共 享 的 酱

油、药品。

除了保障生活物资，居委会安排 1 名

工作人员负责配药。每晚 6 点前，楼长在

群里收集配药信息，标注楼号、姓名、电

话、药名及剩余药量，交给工作人员。

由 于 每 天 配 药 人 数 较 多 ， 工 作 人 员

先给快吃完药的居民配。

第 二 天 ， 工 作 人 员 早 上 四 五 点 起

床 ， 拿 着 楼 长 从 居 民 环 保 袋 里 提 前 收 集

好 的 社 保 卡 ， 前 往 属 地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和 复 旦 大 学 附 属 中 山 医 院 青 浦 分 院 配

药，排队五六个小时才能配到。

精 神 类 药 物 在 两 家 医 院 配 不 到 ， 工

作 人 员 要 开 几 个 小 时 车 去 青 浦 区 精 神 卫

生中心配药。后来，看工作人员辛苦，3
位居民主动提出帮居委会配药。

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

刚 开 始 组 织 做 核 酸 检 测 时 ， 一 位 女

士 说 母 亲 是 血 透 病 人 ， 要 坐 轮 椅 ， 不 肯

下 楼 。 倪 春 芳 推 着 病 人 的 轮 椅 ， 送 她 下

楼 检 测 ， 并 为 小 区 的 血 透 病 人 、 孕 妇 开

通 绿 色 通 道 。 有 父 母 不 想 让 婴 儿 做 核 酸

检 测 ， 说 戴 口 罩 闷 ， 倪 春 芳 为 年 龄 小 的

孩子准备防护面屏。

小 区 封 控 以 来 ， 物 业 和 居 委 会 的 工

作 人 员 都 在 办 公 室 打 地 铺 ， 不 能 洗 澡 。

倪 春 芳 把 打 地 铺 的 照 片 转 发 给 志 愿 者 ，

请他们发给居民，“让待在家里隔离的人

看 看 工 作 人 员 的 不 容 易 。 大 家 彼 此 多 些

理解。”

每隔几天， 她 就 给 居 民 发 几 段 鼓 励

的 话 ， 让 大 家 足 不 出 户 ， 耐 心 等 待 转 为

管控区。

不过，总有人喜欢半夜出来溜达。倪

春芳让志愿者监督，一旦发现有人出门，

及时进行劝阻。

遇到不听劝阻的居民，她就让他们做

志愿者，服务大家。

倪春芳觉得，除了做好前期工作，防止

交叉感染外，还应该“发挥民间力量”。这次

抗疫，她招募了 132 名志愿者，分为后勤保

障组、核酸点位组等 7 个组。

随着转为管控区的时间逐渐逼近，倪

春芳感觉到，“大家有点蠢蠢欲动”。不断

有居民在群里问，“小区什么时候能转为

管控区？”

4 月 19 日，小区转为管控区。前一天

晚 上 ， 倪 春 芳 召 集 物 业 、 业 委 会 开 会 ，

商 量 管 控 期 间 的 防 疫 工 作 。 管 控 期 间 ，

居 民 可 以 自 行 活 动 、 拿 快 递 、 倒 垃 圾 。

倪 春 芳 安 排 志 愿 者 穿 着 马 甲 巡 查 ， 避 免

人员过度聚集，“还是要在实战中不断改

变方法。”

最重要的仍是守住大门。两名志愿者

每天分类物资、检查投放快递的人员是否

有 48 小时以内核酸检测报告。物业保安

对物资进行全面消杀后，居民每隔两米距

离，排队领取快递。

如果一切顺利，再过 7 天，小区就能

转为防范区。

但倪春芳不敢松懈，“只要出现一例

确诊，防范区也会再次变为封控区。我们

期待全面清零那一天。”

（文中刘慧、王强为化名）

细节战“疫”

医护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核酸检测。 青水湾居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文章均由受访者供图

4 月 13 日，浦东医院曹路透析中心医护人员照顾病人。 4 月 13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在临时改造的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中

心大门前，血透病人排队等待入院。

4 月 13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两名病人正在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

中心接受血液透析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