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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这些保安师傅，把门岗站成风景
在社区的战“疫”一线，守在各个出入口

的保安师傅们是十分重要的力量。小区谁进
谁出，保安师傅最了解；进出小区的人体温多
少，保安师傅最清楚；各路快递代收，保安师
傅最勤快……居民可以不出门，而这些师傅
却必须出勤，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眼神里却充
满着无私奉献的坚毅。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
们把门岗站成一道风景。

物业搭了简易岗亭
他却说“坐不下来”

前段时间，一条标题为《网传返沪人员睡
路边帐篷？真相让人泪目》的新闻报道夺人眼
球，刷到这条信息的居民定睛一看：“这不是
我们小区的保安师傅嘛！”

报道的主角叫刘运生，今年 56 岁，是山
东人，如今在奉贤居民区担任保安。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上海 1.3 万个小区实现“封闭式管
理”。然而，奉贤路 182号的几个单元都不是
封闭式小区。居民区和物业便一起想办法，沿
路用隔离栏对这几个单元进行了局部封闭，
可这样一来，负责这块区域的保安师傅就没
有保安岗亭可以休息了。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寒潮，物业应急搭
起了帐篷，刘运生师傅便在这临时搭建的“岗
亭”里坚守岗位。虽然简易岗亭已搭建完毕，
可刘运生师傅却表示，自己时常坐不下来，得
来回巡查心里才放心。长期在冷风中站立，他
的腿脚已经有些肿胀，但他却毫不在意：“在
这里负责小区安全，我无怨无悔。我最感谢的
是小区居民，对工作非常配合，我衷心地谢谢
他们。为居民们服务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职

责！”

帮生病的同事顶班
他已数十天没有休息

斯文里居民区的保安张红武是陕西人，
今年 52岁。为了帮生病的同事顶班，他从 1
月 28日起连续上班至今，每天在岗工作时间
整整长达 12个小时。

长时间的工作，却没有消磨掉他看到居
民时，眼里透出的亲切笑意。“我在这里上班
非常开心，这里的所有居民我都认识，他们也
都很关心我，所以我心里特别暖。”提到小区

居民，张师傅总是这么乐呵呵。
张红武师傅的乐观，也打动了整个小区

的居民。居民们说，张师傅是个坐不住的人，
每次居民们要是遇上些困难，还没等开口，他
就已经帮忙把事情做完了。前几天下了一场
大雨，许多居民都担心自己的快递被淋湿，等
他们急忙下楼想看看情况时，却发现张师傅
早就主动找来了一块遮雨布，保护大家的快
递。看到这一幕，居民们纷纷为他点赞。

因为长时间工作，张师傅已经很久没有
见到女儿了，当问及想对女儿说些什么时，张师
傅朴实地说：“女儿，爸爸特别想你！等疫情结束
后，爸爸给你买个笔记本电脑，给你个惊喜！”

师傅们的奉献
居民都看在眼里

上海市《本市居民区（村）疫情防控管理
操作导则》明确，要严格住宅小区入口管理。
对所有的住宅小区，出入口要设置检查点，全
天候值守；人员逢进必测温、必记录；对体温
异常人员及时报告、移送。

保安师傅们按照要求，严格守好小区进
出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看好门，管好人。疫情
期间，部分物资采购有难度，口罩是保安师傅
们唯一的防护装备。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依旧
选择坚守岗位。工作中，他们会格外注意与居
民保持一定距离，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

在人手紧缺情况下，保安师傅们从春节
前夕便进入了日夜连轴转的工作模式。紧凑
的上班节奏并没有打乱他们的步伐，在岗 12
小时，始终站得笔笔直。在他们坚守的同时，
石门二路街道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事业
单位对保安师傅们进行了点对点走访慰问，
感谢他们为千家万户的健康安宁付出了辛勤
劳动。

（石门二路街道）

因为他，一线战“疫”人员吃上了“爱心馄饨”
吉祥馄饨是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它的创

始人张彪，是静安区政协委员、区民族联理
事、上海世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石门二路
街道商会副会长。战“疫”期间，每天关注着
疫情发展的张彪决定，为防疫一线工作者送
去一份热腾腾的馄饨，也送去暖心和安心。

将爱心送到
全国各地的抗“疫”一线

春节前，张彪就火速调配公司旗下的吉
祥馄饨 3700 份，于 1 月 27 日全程冷链配
送至上海 17 家医疗机构。截至 2 月 26 日，
张彪公司旗下的吉祥馄饨已在上海完成
37 家重点医院、共计近 10000 份的免费配
送，为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一份
爱心午餐。

爱心没有止步在上海，1 月 29 日，张彪
的团队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医务工作者赠送
爱心馄饨 400 份；2月 3日，为亚洲最大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免费配送 1000 份馄
饨；2月 12 日，吉祥馄饨沈阳分公司为当地
民警、医院等一线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配送
1500 份馄饨；2月 17 日，向吉林大学三院援
鄂医疗队家属和发热门诊医务人员 307 户送

达价值 50000 元的吉祥馄饨食品……
“我要画完我的地图”，张彪坚定地说，

吉祥馄饨将陆续在全国其他城市，为奋斗在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疫情防控人员免费提供
爱心援助。

配置“吉祥食安封签”
确保外卖无污染

考虑到疫情期间居民大都“闷”在家里
足不出户，张彪便联合京东自营、每日优鲜等
线上电商，为全国各大重要城市进行线上预
约，线下配送，独家配置“吉祥食安封签”确
保外卖途中完好无损、不污染，并且实行“无

接触配送”，张彪称这种操作叫“提供网红
‘独食’”。

截至 2月 26 日，吉祥馄饨通过这样的形
式卖出近 20 万份，但在这些“安全”和“新
鲜”背后，张彪其实付出了高昂成本，在运输、
储存、售卖的过程中，配方的标准化，生产的
定量化都让成本水涨船高。可对此张彪却坦
然地说：“我愿意支付代价，安全新鲜是我们
20年来始终不变的承诺。”

因爱心举动得到
“意外收获”

不久前，张彪意外收获来自上海国际机
场公安分局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徽章。一打
听才知道，原来，他在疫情期间，充分发挥自
己资源优势，及时筹措了 2000 支口罩第一时
间送到一线公安民警手中。今年正值上海国
际机场公安分局成立二十周年，他才意外地
收获了这份纪念章。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能与机场公安一起

分享这一刻很有意义，他们时刻守护在基层
一线，保护着我们的城市，我们应该尽己所能
在他们身后默默支撑。”张彪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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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党员夫妇展现担当
张家宅居民区有一对耄耋之年的党员夫

妇，88岁的翁肇基，党龄 63年；86 岁的刘华
军，党龄 38年。夫妇俩都曾参加过抗美援朝，
奉献出无悔的青春。如今虽已高龄，他们仍然
坚持每月按时参加组织生活和党日活动，经
常撰写心得体会，表达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始
终不渝的初心。

一天深夜，一通电话打到张家宅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包怡然的手机上，拨打电话的正
是刘华军，她对包怡然说：“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严峻，我们老两口年纪大了，无法奔赴前
线，但我们总想为疫情防控工作做些贡献。我
们想捐款 2万元，用于疫情防控工作物资的
补充力量。”

第二天一早，包怡然和街道工作人员一
起来到老两口的家，亲手接过了2万元。刘华
军回忆起 17 年前 SARS 那场战“疫”，当时

老两口已经退休在家，时刻关注高发地区的情
况，每天收集有关全国各地非典疫情报道的报
纸，手绘非典疫情发展趋势图，保存至今。刘华
军老人还写了一篇题为 《我得了非典怎么
办？》的小文章，表达了自己希望捐赠遗体的
想法，当时二老还为抗击非典捐了1万元。

17 年后的今天，二老看到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这么多逆行者冲在一线抗击疫情，心急
如焚，再次拿出 2万元积蓄支援疫情防控，他
们动情地说：“作为老党员，我们时刻感到肩
上的责任，党员的担当，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
为社区出点力，希望武汉渡过难关，中国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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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师傅放弃回家
坚守岗位全天待命

“赵师傅，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
回来啦？” 1月 31日，新福康里物业经
理在小区巡查时，看到了本应已经回家
的维修工赵光萍师傅，有些惊讶。“其他
两位维修师傅都回家过年了，我如果回
去再返沪，要隔离 14 天，疫情防控人手
已经紧张，物业维护缺不了人，我必须坚
守岗位，心里才踏实点。”赵师傅笑笑
回答。

1月 31 日凌晨，原本过年在上海值
守的沙田物业人员赵光萍得知老丈人过
世的消息，匆匆整理了行李，急急忙忙
赶往火车站。到了候车大厅他却犹豫起
来：“现在疫情这么厉害，自己一来一回
又需要隔离，万一物业人手不够怎么
办？”经历一番挣扎，他还是下决心不走
了，一边拖着箱行李箱走出候车大厅，
一边给安徽的家人打电话交代好老丈
人的身后事。
“我现在就去！”是赵师傅的口头

禅。作为一名普通维修工，他平时就爱钻
研、爱学习，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实用
的维修简易工具供物业使用，提高工作
效率。凭着过硬的维修技术，成为小区和
物业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居民有什么修
理要求，他总是随叫随到，解决各类疑难
杂症，也因为过硬的实力和一副热心肠，
获得了 2017 年度沙田物业公司先进个
人称号。
几个月前，物业在小区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发现小区 78 号屋顶处有一个
废弃卫星接收天线，存在坠落安全隐
患。赵师傅二话不说爬上了 15 米高的
屋顶，拆除废弃卫星天线，迅速排除了
隐患。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今，赵师傅

24 小时全天候待命，一天也没有休息
过，共维修居民家中跳电、下水道堵
塞、马桶堵塞等 35 余次，进行配电房
巡查、检修，维护商务楼公共下水管
道、水泵房、小区高低路灯等公共部
位 164 余次，全力保障了居民的正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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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师傅看守居民的快递

爱心人士为保安师傅送上慰问品

吉祥馄饨向医院捐赠物资

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