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宝宝哭声中赶到医院

“您是刚返回上海的住户吗？请您先
量一下体温， 做个登记……”2 月 13 日
晚上， 本该陪产的朱承明出现在了宝山
路 499 弄大门口。 朱承明是宝山路 499
弄居委会的一名社工。 春节假期时，他接
到社区防疫任务， 虽然知道妻子的预产
期临近，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到岗。

社区作为防疫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
任务沉重繁杂，防疫知识宣传、外来人员
排查、环境整治消毒、口罩预约登记等等，
每一项工作都与社区居民的安全息息相
关。 作为居委会唯一的男社工，朱承明说：
“近期回沪人员增多， 社区防疫任务非常
艰巨，我坚守岗位多做一点，我们社区就
更安全一点，这是我应该做的。 ”

2 月 14 日一早，朱承明刚刚完成值
班就接到了家人的电话， 此时他的妻子
已经在医院待产。 等到他心急如焚地赶
到医院时，听到一阵响亮的婴儿哭声，孩
子已经出生了。 “我们从朋友圈才知道
朱承明当爸爸了， 他才刚从居委会离开
不久”，同事朱欢说。

他的小情人叫“乐乐”

2月 12日，女儿乐乐的平安出生，让
李春翔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春节期
间，本来想好好陪陪待产的妻子，但接到
防疫任务后，作为王家宅居民区的中坚力
量，李春翔毫不退却，每天奔波在防疫检
查点、出租房，保障社区稳定安全。 乐乐的
奶奶芦红莉是邮电新村居委会主任，更是
忙得不着家，可谓上阵“母子兵”。

由于母子俩都很忙，接触人员多，李
春翔不得不将临产的妻子提前送到妻子
娘家。虽然有些担心，但妻子和家人都非
常支持他的工作， 每次通电话时都善解
人意地说：“一切都好，不用担心。 你要
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注意安全。 ”

李春翔感谢妻子和家人的支持，希
望小家庭平安快乐， 也希望疫情早日结
束，社区居民安居乐业。 说起丈夫，李春
翔的妻子满满的自豪：“我的女儿出生
在一个非常时期， 她的爸爸是一名抗

‘疫’英雄。 ”

“不要害怕，有情况给我打电话”

“宝贝，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小家
庭。 ”2 月 10 日，儒林居委会干部黄志
伟的儿子出生了。 黄志伟抱着刚出生的
儿子，脸上洋溢着幸福。儿子出生的前几
天，黄志伟几乎每天都在防疫一线，没时
间陪妻子。由于工作地点离家远，每次出
门前他都和妻子说：“你不要害怕，有什
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我赶回来！ ”

黄志伟所在的儒林居民区有高端小
区、售后公房和二级旧里，形态不同，防
疫方法也不一样。这些天他不是和物业、
业委会沟通，就是与楼组长排查，还要经
常检查旧里出入口， 处理完各项事务后
常常已经是晚上。

“我在社区工作，社区是落实防疫
工作要求的第一线， 必须不折不扣地完
成各项任务，这也是对大家负责。就是有
点亏欠我的妻子，这段时间没好好陪她，
有时候早上走得早， 晚上到家她都睡着
了。 ”黄志伟愧疚地说。

在非常时期降临的宝宝们， 你们的
出生是给抗疫一线工作人员最好的礼物
和激励。等到这场疫情结束，等到你们会
说话记事时，让你们的父母告诉你们，你
们的爸爸曾经都是抗“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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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线故事

心系社区疫情防控
九旬党员义捐五千

□通讯员 林芳

自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战打
响以来，在宝山路街道社区疫情防控
前线，有这样一群新晋奶爸，他们顾
不上照顾刚生产完的妻子，也没时间
亲手抱抱小宝宝。在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他们毅然坚守岗位、冲锋在前，
筑起社区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通讯员 王一新

近日，新华德居民区老党员贺忠耀，
向居委会一次性捐出 5000 元用于社区
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已是 90 岁高龄的
贺老伯，平时身体欠佳，走路有些颤颤巍
巍，每月的退休金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
贺老伯日常生活节俭，因此，当他从布袋
里捧出 5000 元表示捐给小区用于防疫
工作时，让居委会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

贺老伯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一
家人的经济条件不算很宽裕。 大家都
劝他力所能及表示一点心意就可以
了，但老人决心已定，他说：“疫情肆虐
的这段日子里， 看到包括居委会工作
人员在内的许许多多普通人不辞辛
苦，冒着风险抗击疫情，万一感染了怎
么办？ 自己年纪大了，使不上力，只能
出点钱，好让大家买些防疫用品，做好
防护工作， 也算是自己作为一名老党
员的一份心意！ ”

据新华德居民区党总支张书记介
绍：贺忠耀虽然年事已高且身体欠佳，但
不管刮风下雨， 每次组织生活他都会准
时参加，并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他也积极参与募捐活动， 而且在居民区
所有党员中捐款数目历来最高。

这次， 贺忠耀又一次性捐出 5000
元，老人的义举让大家感动不已，大家纷
纷表示： 一定不能辜负老人的这份心意
和期望， 全力为新华德居民区的抗疫工
作贡献力量！

贺贺忠忠耀耀老老人人（（右右））为为居居民民区区捐捐款款

舍“小家”为“大家” 新晋奶爸上“疫”线

“997”工作制让他成了“隔离热线”
□通讯员 王一新

“喂，小唐，我在家太无聊，买了几
本书，麻烦你帮我送来。 ”“喂，小唐，明
天我要吃炸鸡啤酒，麻烦你帮我买好送
到家里。 ”每天像这样的电话，陆丰居委
会干部唐俊总要接到好几个。 唐俊负责
的是居民区人口管理工作，疫情期间外
来人员管理是防疫工作的重点。 为了排
摸透辖区内外来人员的信息，他和同事
一一上门登记核实。

长征大厦出租率达 50%，天通庵路
494 号酒店式公寓是外来人员集聚地。
因此，对外来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量很
大。 从大年三十起，唐俊就奋战在防疫
一线，没有休息过一天。 他每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成了“997”工作制；每天平
均要打 300 多分钟电话、走 2 万多步。

之前，唐俊的妻子小陈发高烧，经医生
诊断是支气管炎。 妻子生病期间，唐俊无暇

陪护。 她在家既要注意自我隔离，又要照顾
女儿。好在妻子善解人意，对唐俊说道：“你
对工作负责，肯定也能对家庭负责。 家里的
困难是暂时的，你尽管放心！ ”

大年初三一早，唐俊就接到居民区
党总支陈书记的电话，得知有人从重点
地区回来。 唐俊立即赶赴现场。 在该租
户 14 天居家隔离期间， 唐俊不仅每天
与他保持电话联系，还和书记、主任轮
流上门，提供生活所需。 每个外地人员

返沪后，唐俊除了第一时间上门排查登
记，告知居家隔离事项外，还会保持监
督，提供生活物资。

居家隔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
给隔离人员每天买菜买物品、送菜送快递
等工作，是唐俊这段时间的日常。 有人有
抵触情绪，想逃避居家隔离，于是唐俊就
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有的隔离人员心
理恐惧，一会儿一个电话。这时候，唐俊不
厌其烦地安慰隔离人员：“居家隔离是预
防万一，真正得病的概率比较低。 ”

还有的隔离人员不自觉，偶尔要开
门到楼道里透气，隔壁邻居看到就向居
委会投诉。 这时候，唐俊既要做好邻居
的安抚工作，又要做好隔离人员的劝说
工作。 对隔离人员表现出的怨气，唐俊
也表示理解，他说“只要把疫情控制住
了，被说几句也能接受！ ”最后，当这些
隔离人员解除居家隔离的时候，他们都
对唐俊表示深深的感谢。

防疫卫士勇出手 保社区一方平安
□通讯员 王一新

“保安师傅，快来救人啊！ ”2月 21日
凌晨 3点半左右， 家住永兴路 319弄的金
阿姨神色惊慌地奔向弄堂口， 向正在防疫
执勤的保安刘正伟求救。 得知缘由后，刘正
伟第一时间拨打 120急救电话， 又径直奔
向住在三层阁楼上的金阿姨家。 原来就在
刚才， 金阿姨的丈夫郑伯伯突然头痛得厉
害，想起身却怎么也爬不起来。 金阿姨急忙
起身帮忙，但郑伯伯已变得神志不清。 情急
之中，金阿姨便直奔弄堂口的防疫执勤点，
向刘正伟求救。

二级旧里的弄堂口窄，救护车无法
驶入， 郑阿姨家的楼梯狭窄只有 70 公
分，急救搬移时十分不方便。 为争取时
间， 刘正伟二话不说背起郑伯伯就下
楼，背到弄堂口后又脱下大衣盖在郑伯
伯身上保暖，直到救护车到来。 经医生
诊断，郑伯伯患的是突发性脑溢血。 刘
正伟的应急处置为郑伯伯赢得了宝贵
的抢救时间。

2月 24 日凌晨 4 点半左右，社区里
又出现了险情。 当时在永兴路防疫执勤
点当班的保安马正华， 突然发现马路对
面的一家门店内有浓烟从紧闭的卷帘门

冒出来。 马正华见状后立即拨打 119 火
警电话， 随后又在工作群里及时发布了
火警信息。 由于报警及时，消防车迅速赶
到现场，消防员撬开店门很快将火扑灭。
由于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损失很小，没
有人员伤亡。

事后查明，发生火灾的是一家沿马路
的门窗装潢店，起火由电线老化引发。 在
这家门店旁边还有服装店、杂货店、超市
等，一家紧挨一家，如果不是发现得早并
及时扑灭，后果不堪设想。

近年来， 街道聘请第三方保安公司
加强社区管理。 保安人员在积极履职的

同时，还做了许多拾金不昧、扶老助残、
勇斗小偷、抓捕逃犯等好人好事，受到广
大社区居民的赞誉。 疫情期间， 保安人
员放弃春节回老家与亲友团聚的机会，
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顶着风雨严寒，
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24 小时值勤，
守护着社区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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