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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霞··

睦邻家园

调度、速度、精度、强度
疫苗接种工作中的仙霞“维度”

【清风仙霞】

秀美的水城路周家浜
有一支队伍在默默守护

近日，位于仙霞新村街道的水城路周家浜
河道呈现河水清澈、植物茂盛、环境优美的景
象。而它之所以能变得如此秀美且备受居民赞
叹，少不了养护部门的整治，还有背后默默守护
着它的护河队伍———“绿水”护河志愿队。

仅仅 12位成员，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成立
也才刚刚 200 余天，“绿水”护河志愿队却凭借
着全面、高效、多样的护水巡河志愿活动，荣获
上海市“最美护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绿水”护河志愿队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

是一支来自仙霞新村街道的青年护河志愿队
伍，他们守护的便是辖区内唯一的河流———水
城路周家浜。
水城路周家浜南起虹古路，北至新渔东路，

长 0.9 公里，宽 11-16 米，2020 年每月市考断
面达到 II 类水水质类别，为全区所有河道中最
优水质之一，没有任何污水排放入河道中。与此
同时，该河道西岸近年来打造了沿岸慢行步道，
与东岸相连接，还为居民提供了健身漫步的好
去处。
随着河道亲水性的提升，如何保持整治成

果、守护环境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街道
积极发动辖区居民，成立了“绿水”护河志愿
队。该队伍是由 12名青年组成，他们中有的是
街道工作人员，有的是辖区城管中队队员，有的
是周边小区的居民，还有的则是辖区内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的学生，基本都工作生活在水城路
周家浜附近，对这条河道有着深厚的感情。
“志愿者每周至少对河道进行两次全面的

实地巡查。”“绿水”护河志愿队负责人朱翔宇
说道，为了确保河道沿线的生态环境及卫生，他
们会定期安排人员进行全面的护河巡查，所以
现在大家时常能够在河岸边看到举着蓝色旗
帜，身着蓝色小马甲的志愿者身影。他们在巡查
期间，往往分工明确、高效合作，如巡河期间，志
愿者在河岸可及之处发现垃圾，会及时进行清
理；在河道中发现脏污，则会通知相关养护部门
处理，以确保河道的水质；对于非法捕鱼现象，
则由成员中来自城管中队的队员行使执法权，
进行制止；另外，居民、学生队成员也会积极向
身边人倡导全民参与护河的理念等。
为做好全面高效的护河巡查工作，该队伍

还建立了“绿水”护河志愿者队伍工作群，将巡
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立即反馈到群里，由街道
河长办牵头相关部门进行整改，保证问题报送
的及时性，做到即知即改，迅速反馈。
除此之外，“绿水”护河志愿队还运用先进

设备，创新巡河模式，开展日常巡河工作。“在护
河志愿者们日常巡河过程中，会随身携带单兵设
备，实时反馈现场情况。”朱翔宇介绍。志愿者的
巡河工作还依托街道城运中心进行，他们将通过
单兵设备“看”到的河道情况，实时回传至“一
网统管”大屏，让河长在每月定期巡河外，日常
也能掌握河道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处置。
目前，“绿水”护河志愿队仍持续定期在水

城路周家浜河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活动，为
打造“河清、水畅、岸绿、景美”的生态美丽河湖
做出不懈努力。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
己，不负人民！”2020 年 1 月 26 日，临危
受命、星夜赴汉的张伯礼出发前写下了这
句铮铮誓言。从 1月 27日开始，他多次进
入“红区”，白天指导会诊、调制处方、巡查
医院，晚上开会研究治疗方案。2月 16日，
劳累过度的张伯礼胆囊炎发作，他不想耽
搁分秒，只想保守治疗，直到中央指导组领
导强令其“不能再拖，必须手术”。术前，照
例征求家属意见，他怕老伴担心，说：“不
要告诉家人，我自己签字吧。”
术后第一天，张伯礼便开始处理文件。

第二天，在连线中国工程院召开的视频会
议前，因担心病情为外界所知而影响士气，
他把自己的上衣套在病号服外，衣领拉高，
在病房角落的木椅上坐了整整 4 个小时。
大家劝他卧床休息，他说：“仗正在打，我
不能躺下！”负责照顾张伯礼术后生活的
天津中医药大学在读博士黄明回忆：“老
师身体非常虚弱，一动全身冒汗，但国家信
任他，他就撑着干。”术后第三天，张伯礼
便再次投入一线战斗，他乐观又风趣地说：
“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这儿了。”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
疫科副主任、第四附属医院（滨海新区中
医院）执行院长张磊是张伯礼的儿子。疫
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恳请奔
赴湖北，未被批准，又通过电话、微信、书面

等方式多次表达愿望。张磊说：“我是党
员，又是科室领导，还是有抗击‘非典’、禽
流感经验的医生，无论哪一种身份，都责无
旁贷。”最后，组织终于批准了张磊的请
求，同意他出征武汉，到江夏方舱医院援
助。
愚顽常思聆父训，草茅未敢忘国忧。出

征前，张磊电话连线父亲，张伯礼很欣慰，
“我支持你，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使命”，
并嘱咐儿子不要来看自己，要看好病人，照
顾好同事。
张磊在江夏方舱医院承担的是取咽拭

子工作。这是“红区”最危险的工作，极易
被患者呛咳喷出的病毒感染。“我应该冲
在前面，我们几个主任都是这样做的，我凭
嘛特殊？”在 2月 24日的《战地日记》中，
张磊记录了第一次进舱经历：顺利完成 6
个小时工作，带着两名同志开医嘱，取了咽
拭子，经过严格的出舱环节，走出医护人员
通道时全身已然湿透。他想到了同样在一
线作战的老父亲，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歌
曲《你永不独行》。
这并非父子俩第一次在国家重大疫情

防控中并肩鏖战。
2003年“非典”肆虐。张伯礼挺身而

出，迅速组建中医医疗队，担任中医治疗
“非典”总指挥，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控制病
情恶化、改善症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张磊则忙碌于天津医科大学总院的急诊
室、隔离病房，救治“非典”患者。2020
年，父子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却
未曾见上一面。直到方舱“清零”的 3 月
10 日，张磊才见到了久违的父亲。不善言
辞的他在日记中向父亲表白：“这个‘老
头儿’和在武汉、在湖北、在全国各地亿
万名默默无闻的、平凡的人们一样，在自
己的岗位上尽力工作。也正是这些平凡
的人们，使我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我为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荣幸之至。
愿樱花烂漫时，共庆胜利。黄沙百战穿金
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伯礼：抗疫父子兵

张伯礼和儿子张磊（左一）、侄子张硕
（右一）在江夏方舱医院门口

□记者 黄琪

7月 1 日，长宁区公布现阶段
疫苗接种成绩单：截至 6 月 30 日
22:30，长宁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
接种 554499 人，累计总接种剂次
数达到 1209884 剂次，18 周岁以
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在全市率先
超过 90%，达 90.7%！其中仙霞新
村街道共完成 18 周岁以上人群接
种 108963 剂次，成绩来之不易，这
离不开统筹联动的仙霞调度、全面
宣传的仙霞热度、分类施策的仙霞
精度、夜以继日的仙霞强度。

有调度！
一个专班统筹联动
从3月1日起，长宁区全力有序

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仙霞新村街
道积极响应，于3月7日成立疫苗接
种工作专班，全面部署疫苗接种工作。
3月 28 日，为了让居民在“家

门口”就能接种疫苗，街道在仙逸
居民区开设了长宁区首个走进社区
的疫苗临时接种点；3 月 31 日，为
了方便辖区白领就近接种疫苗，街
道又在慧谷白猫科技园区开设首个
园区疫苗流动接种点；4月 6日，街
道开设社区短驳巴士，四条路线接
送社区群众便捷抵达接种点位；4
月 16 日，街道首辆疫苗流动接种

车驶入仙逸居民区；5 月 24 日，街
道增设疫苗接种机动小分队，打通
疫苗接种 “最后一公里”；6 月 2
日，街道增设夜场，让疫苗接种小分
队走进了仙霞路美食一条街……
为让接种群众少等一分钟，多

一份满意，街道疫苗接种工作专班
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促成各相
关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做好疫
苗运输保管、科学分配、分步接种、
安全管理、应急处置和宣传教育工
作；不断根据接种群众需求，动态调
整疫苗接种点位，科学调配人员，集
各方力量，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压茬推进、高效开展。

有热度！
两线宣传全面铺开
疫苗接种，宣传先行。仙霞新村

街道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方式，
持续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全方
位、多角度、多渠道宣传动员，提高疫
苗接种覆盖率，确保各类群体对新冠
疫苗接种“应知尽知、应接尽接”。
线上，每日“长宁仙霞”官微持

续宣传疫苗接种信息，公布疫苗接
种预告；拍摄疫苗接种宣传片，在朋
友圈形成“裂变式”传播并在疫苗
接种点滚动播放；每个人的朋友圈、
微信群都是一个小窗口，让疫苗接
种信息家喻户晓；通过群呼平台发

送疫苗接种温馨提示短信，确保疫
苗接种宣传无死角、全覆盖。
线下，除了突出显眼的疫苗宣

传横幅、朗朗上口的疫苗接种标语，
曾经的大喇叭再次发挥基层宣传作
用，进行“地毯式”广播宣传，把疫
苗接种信息反复宣传到家家户户。
6月 5日，街道更是创新宣传方式，
举办了一场“我为疫苗来代言”的
快闪活动，以“我为疫苗打个 call”
“我为疫苗拍个照”“我为疫苗唱
支歌”“我为疫苗送个苗”的活动
内容，号召全民接种，将新冠疫苗接
种作为“新风尚、新时尚”。

有精度！
三类人群分类施策
在全区掀起疫苗接种热潮的大

环境下，摆在仙霞新村街道眼前的实
际情况却是，街道辖区内大型园区少、
高校少，无法依靠人口红利去完成目
标。要想提高接种率，必须细化接种人
群，有针对性地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18周岁至 59 周岁人群是疫苗

接种人群的主力军，白天上班忙、晚
上下班晚则是这类人群的主要特
点。为此，疫苗接种工作人员开启
“5+2”、“白 + 黑”作业模式：白
天，上门动员鼓励辖区内的企业、商
铺职工接种疫苗，并为已全部接种
新冠疫苗的商户贴上“仙霞红色盾

牌”，营造安心消费氛围；晚上，紧
抓居民下班回家 18至 21 点的“黄
金时段”持续工作，挨家挨户上门
进行疫苗接种宣传以及相关登记工
作，确保宣传动员不留死角。
对于76岁以上老人，街道在辖

区内的敬老院、护理院开展疫苗接种
排摸登记。在各居民区开通“咨询问
诊”通道、在接种现场开通“绿色”
通道。76岁以上老人的接种不仅要
“居委会知道”、“医生知道”，更要
“子女同意”，对独居老人、孤寡老人
中有接种意愿的，经医生咨询后可以
接种的，由居委干部全程陪同，确保
老人在“家属”的陪护下完成接种。
长宁区国际化程度较高，在仙

霞辖区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外籍
人士则是另一类特殊的接种人群。
街道主动跨前一步，从信息登记、语
言服务、指引标识等几个方面进行
细致部署，积极招募精通多国语言
的志愿者进行现场服务，并在同仁
医院新冠疫苗接种保障队的助力
下，帮助辖区企业协调港澳台、外籍
人士的接种事宜，组织集中接种。

有强度！
四方协同夜以继日
自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启动以

来，仙霞新村街道数百名医护人员、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爱心企业通力

合作，组织形成了一张高效联动网，
完成了近 600场疫苗接种服务。
接种现场，每天早上 7 点，医

护人员、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们准
时到岗；每到饭点，人流量较大，为
了让接种群众减少等待时间，全员
错峰吃饭、减少上厕所次数；冲刺阶
段，全员更是坚守到晚上 9 点，连
续工作超过 12 小时；最高峰时段，
仙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闭门
诊，共开出 1个固定接种点、3辆流
动接种车、24个接种小分队。
接种现场外，仙霞新村街道各

居民区、各职能办公室落实责任，成
立“入户入企”排摸登记小分队，
“地毯式”上门排摸，建立“一户一
档”、“一企一档”、“一铺一档”，
精准发动，充分挖掘接种潜力，不
断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爱心企
业也热心主动地参与到疫苗接种
惠民服务工作中，它们有的无偿
贡献自己的场地；有的为疫苗接
种做好后勤保障服务；有的为接
种疫苗的群众送来了爱心小礼
物，获得群众纷纷点赞。
接下来，仙霞新村街道将把疫

苗接种和常态化防控各项举措结合
起来，持续开展好疫苗接种工作，高
标准落实常态化举措，切实把新冠
病毒挡在身体外、挡在家庭外、挡在
国门外，为健康中国贡献仙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