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
情
下
的
上
海
，她
们
这
样
生
活

视点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主编 吴 瑛 责编 王 恒
美编 颜 雪 责校 张金梅 制作 刘晓禹4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新闻新闻5798312457983124 新媒体新媒体5798316457983164 发行发行5798323757983237 广告广告5798308057983080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396396元元 每月每月3333元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京西工商广字第01270127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周韵曦

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4
月4日，上海市完成了新一轮核酸采样工作。据上
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的消息，上海将有序开展检测、复核、人员转运和相
关分析研判工作，待工作全部完成后，将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结合筛查结果，明确后续管控措施。在
此之前，全市将继续实施封控管理，除因病就医等
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

疫情之下，上海人民的居家生活怎么样？生活
物资是否充足？群众的身心状态如何？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不同年龄、职业的上
海女性。

邻里互助暖人心
“其实，上海人民现在的生活就是‘居家办公、

居家买菜、居家教小朋友上网课’。”30岁的王宁
（化名）就职于上海一家外企。因为公司从3月 8
日起出现确诊病例，王宁和同事们在公司就地隔离
48小时，然后回家进行居家健康监测，从那时起至
今，她居家办公已达3周之久。

王宁所在的浦东区是疫情重灾区，他所在的小
区从3月23日开始无法出入。每天王宁除了居家
办公，另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盯点”居家买菜。每
天早上6∶00、上午8∶30、晚上11∶30都要在美团、
盒马等APP上抢一波菜。直到3月28日，上海宣
布浦东要进入区域静态管理后，她所在的小区生活
物资主要靠居委会、小区业主发起的团购来供给。

令她欣喜的是，因为疫情，小区一些业主自发
建起业主微信群，群里能购买到水果、牛奶、儿童面
条、蛋糕、宠物粮等各种生活物资。不久前，业主群
里组织的一次牛奶团购让她感动不已。“当时一个
小区业主在群里发起购买某牌鲜牛奶的接龙，根据
接龙数量，这个业主先向牛奶供应商垫付了几千块
钱，半夜10点多，牛奶运到小区里，我们这些预约
购买的小区居民得到通知后迅速下楼，自觉间隔1
米排队登记付款，业主一家为我们服务直至深夜。
这种志愿行为帮居委会和街道减轻了很大的工作
压力。”王宁说。

对于王宁而言，这些天的居家，让她这个比较
“宅”的人也“闲”不住了。“春天来了，特别想出去，
但为了疫情的控制效果，只能在家里再待一段时间
了。”不过，她会在家里通过瑜伽等运动排解烦躁情
绪。

4月4日，上海市全市进行核酸筛查。因为王
宁所在社区目前没有确诊病历，按照“大白不动居
民动”，居民排队以家庭为单位间隔两米远在空旷
地方做核酸。“当天有一条上热搜的新闻说，上海人
知道外省医疗队驰援上海，很多年轻时尚人士打扮
得漂亮精致去做核酸，愣是把核酸检测现场变成了

‘时装秀’，其实这也是大家舒缓心情的一种方
式。”

积极配合疫情防控
英洁是一名律师，现住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目

前她居家办公已经20多天，除了照常做一些起草
诉状、电子文档之类的工作，也参与到了单位党员
志愿者队伍远程法律咨询工作中。

英洁说，小区里有十几幢楼，1000多人。这两
天，居委会安排志愿者给小区居民免费分发过两次
肉、蔬菜等食物。由于小区中测出2例阳性病例，

英洁注意到，这些病例所在居民楼已被封闭，楼内居民不能出户，生活垃圾由
相关人员上去收集。小区里一旦出现阳性或密接病例，居委会很快就会采取
行动封闭相关楼栋，其他居民并不担心会被传染。

“家里有公公婆婆、小孩，一大家子5口人，居家期间也不觉得冷清。平
时工作忙，陪孩子时间比较少，这次居家办公正好有时间多陪陪小朋友。”英
洁说。

“从4月1日开始，政府鼓励大家‘足不出户’，没有必要，我们肯定不出
门。”英洁告诉记者，从她居家办公到现在20多天，前后做了6次核酸检测。
令她欣慰的是，自己正上幼儿园的孩子每次做咽拭子时不躲不怕很配合，“虽
然孩子在家里也憋得难受，但他还是会懂事地说，现在有疫情，不能出去玩。”

陈女士是上海一家台资电子工厂的工会副主席。4月4日下午，已经在
厂区隔离10天的陈女士与其他500多名同事紧急分发防护用品，于4月5日
凌晨2点多分别乘坐多辆大巴，来到江浙沪交界处的酒店隔离。

前10天隔离是因为厂里的生活区出现了1例阳性病例，500多名不住在
生活区的人员被通知在厂区内就地隔离。突如其来的封控打乱了大家的生
活节奏。“不少双职工都在厂区隔离，家里只有小孩一个人。由于全城封控管
理，家长担心孩子叫不到外卖，只能请求社区帮忙送餐。”陈女士说。

车间隔离期间，陈女士经常能看到同事们走来走去跟家人打电话通视
频，有辅导作业的，有教烧菜的，有安慰家人报平安的……各种牵挂不放心，
每位员工都在努力克服小家庭的困难配合疫情防控。

而作为工会副主席的她也成了工人们车间隔离期间的“求助站”：“我预
约的手术要到期了，能出去吗？”“我的胰岛素快没了怎么办？”“我腰扭伤了，
没有止疼药怎么办？”“孕检时间要到了怎么办？”……陈女士努力解决着工友
的难题。到了隔离酒店，她终于能放下所有事务踏实睡个安稳觉了。陈女士
说，虽然不知道还要隔离多久，但是这种一人一屋的隔离比车间隔离更有利
于疫情防控，她希望接下来同事们的核酸检测全部阴性，能够早点儿回家。

对疫情消退充满信心
叶子（化名）去年辞掉了北京的工作，随男友共赴上海，如今在某物流公司

从事活动策划工作。“现在疫情严重，心里还是有点儿害怕。”虽然和男友自3月
18日起便一直在位于闵行区华漕镇的某小区居家办公，但在她看来，上海各
区、各社区、各小区都有不同的防疫执行方式，自然带给居民的感受有所不
同。

“有些规模大、发展好的社区发放物资的数量和频率，可能优于其他社
区。”谈起自己的体验，叶子直言：“最开始我不能理解的是所有居民天天聚集
在一起测核酸，且不能做到一米间隔。不过最近这种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志
愿者们通过挨家挨户敲门提醒测核酸，既节省了居民排队时间，也避免了人
群聚集，只不过他们太辛苦了。”

提到生活用品和食物供应，叶子介绍，起初都是自己在网上买菜抢菜。
得知4月1日上海开始施行更严格的封控后，公司和街道开始配送食物，有牛
肉、鸡、水果和小菜等。“的确是‘家蔬抵万金’，我们加了好多买菜群、买水果
群，每天在群里分享抢菜渠道。如果没有公司和政府的物资，我现在的菜也
不会很充足。”

这次上海疫情，让她最感动的是所在公司以及同事们对社会责任的主动
作为。面对部分医院抗疫物资告急、部分城区生活物资紧缺，3月13日起，公
司持续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定点直送床垫和帐篷等应急救援物资。3月
20日起，为闵行区华漕镇政府提供运送生活物资及蔬菜供给服务。截至目
前，共计为居民运送2444份蔬菜，为市防疫局提供26箱防护服、602个折叠
床及毛毯。同时，公司还招募青年员工加入志愿者服务队，已有51位志愿者
分批为社区群众提供帮助老年人操作手机、登记获取条形码、维持队伍秩序
等多项志愿服务。

近日，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伍纷纷支援上海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从朋友圈
看来。这次支援让大家非常有安全感！”叶子一位住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
朋友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安静了一周的机场，经历了一夜的飞机起
降。国家力量齐聚上海，决胜在即，胜利即将到来，上海加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丁秀伟

面对上海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4月1日以
来，陆续有来自河南、天津、湖北、江西、四川、山
东、江苏、浙江、海南、陕西等地的数万名医护人员
抵达上海，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多力量“集结”上海市，目的就是为了4月4
日开展的全市核酸检测。要做到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对于一个数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而言，
并非易事。对于这场2500万人的36小时核酸
检测“竞速赛”，上海市民感受如何？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一些社区居民、志愿者和
社区工作者。

住在古北新城的小何是4月4日第一波完成
核酸检测的居民，“听说医务工作者5∶30就到了
小区内，感觉特别辛苦，我们这栋楼是最先检测

的，大家都很配合。4月1日‘足不出户’之后小区
内的志愿者就变多了，除了帮助医务人员检测核
酸时维护秩序，还会帮忙送快递什么的。”小何告
诉记者，古北新城封了两次，数日以来检测结果均
良好，至今未出现异常，业主群内很和谐，大家都
明白现在上海处于艰难时期，也很理解居委会、社
区工作者的工作。

在记者采访的社区居民中，即使不少人封控
时间较长，但对于4月4日的全市核酸检测都表
示理解和支持。住在东苑半岛花园小区的王女
士表示：“上午做完核酸，发现是浙大附二医院
的医护人员做的，由衷地跟他们说了一声谢
谢。”

小韩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疫情后一直居
家办公。4月4日她作为志愿者参与了全市核酸
检测工作，“早上4∶00集合签到，5∶30开始分楼检

测，我们小区核酸检测开始得比较早，这样医务人
员结束后还能赶到其他地方开展工作。今天我大
概工作了6小时，很开心。”虽然是第一次参与志愿
者活动，但是小韩还是为能给家乡城市出一份力
而感到高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志愿者群体中除了各
个社区中的居民，还有一些滞留在上海的外省人
也加入到了社区志愿者团队中。3月1日，于先生
从云南丽江出差至上海，因为疫情严重滞留在了
上海。自3月17日起，于先生开始参加上海社区
防疫志愿者工作，每天工作大概16个小时不等，
曾三天只睡了不到5小时。于先生表示，参与志愿
服务是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这次上海最大规模核酸检测中，不论是社
区干部、志愿者，还是八方来援的外省市医护人
员，人人都是守“沪”者。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丁秀伟
□ 李名耕

自上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市民
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的志愿工作中。广大志愿者
不计个人得失、不畏病毒风险，以“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为上海筑牢疫情防控坚
实屏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着
战“疫”必胜的信念和力量。

努力提升志愿服务和效率
4月4日清晨6点，身着防护服的“大白们”已

经在小区内集合完毕。家住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滨
新村的志愿者小千被分配到数据组，与其他青年
人一起汇总数据，工作认真、细心的志愿者们高效
地为当地居民进行着贴心的服务。

现在的小千对工作流程无比熟悉，但最开始
接触疫情防控志愿工作时，还是有点不适应。小
千回忆说，第一次大规模核酸检测的时候，因为志
愿者很多都没有类似的经验也不熟悉业务流程，
所以导致工作交接的时候并不是很流畅，结果使
得部分楼层并没有听到广播中核酸检测的通知，
居民由此产生了怨言。当时队伍中有人会对志愿
者抱怨：“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就叫他们下来，导致
要排那么长的队伍？为什么根本没有听到广播通
知？”

有了第一次为居民做核酸的经验教训，小千
和身旁的志愿者们认真总结，细化业务流程，完善
服务举措，在此后的核酸检测中提升了效率和服
务意识，居民们也都积极配合，甚至连连称赞他们
服务做得好。

“我们小区里有居民要做血透，救护车开到小
区门口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让位置给救护车通过，
当时特别感动。”浣纱五村志愿者媛媛说。

4月4日上海全市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浣纱
五村的志愿者群里通知安排早上6∶00点开始做
核酸，凌晨5∶00媛媛便起床，随时等待呼叫。早
上6∶00，整个小区的居民都已经准备完毕……

“来小区做核酸的医护人员是来自浙大一院
的医生们，他们是连夜赶到上海支援抗疫工作的，
非常感谢支援上海抗疫的所有人。”媛媛说。

关注老人需求，为居民解决后顾之忧
疫情期间最让人揪心的莫过于独居老人的生

活状况，很多老人年纪大了不方便外出，突然到来
的疫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家里的米面粮油
菜存储不足。而有些老人的子女也被封控在家，
没办法来看望。此外，还有核酸检测时困扰老年
人的智能手机操作等问题。

居住在田林街道田林一村的志愿者张阿姨最
能体会疫情来临对老人产生的种种不便，田林一村
是一个老年人较多的社区，在开展核酸检测的时
候，多数老年人甚至连如何登录健康登记码都不太
会操作，面对老年人的困境，张阿姨和其他志愿者
们都会提前帮助老年人做好健康登记，并发在社区
业主群里，这样一旦有大规模核酸检测需求的时
候，老人直接拿着身份证找志愿者，在登记好的列
表里找一下自己的信息后就可以直接扫码……

4月1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迎来了两位
特殊的“就诊人”——赵宁和曹琪，他们是来自闵
行区梅龙镇社区的志愿者，带着59张封控区的居
民医保卡来到华山医院，集中为社区居民配药。
随身携带的4张A4纸上，详细罗列了社区居民需
要的药名和数量，其中大多数都是一些常见病慢
性病的药物。医院得知情况后，开启了绿色通道，
为志愿者集中办理挂号、配药、付费、取药等业务。

“封控在家，病人最担心的就是断药，志愿者
就是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赵宁说。

确保物资供应充足、配送畅通
目前，上海疫情虽然仍在高位运行，但全市的

生活物资供应总体充足。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高华小区，为了方便居民
买菜、保障生活需求上线了“买菜文档”，居民可
以在线登记所需的蔬菜及肉类。小区每天在固
定地点设置一个摊位，由志愿者轮流值班，帮助
那些不会在线买菜的老年人进行登记。菜场则
根据每天登记好的文档进行配菜，第二天将这些
蔬菜肉类送到小区，充分保障了小区居民饮食所
需。

据了解，为方便封控小区居民买菜，“叮咚
买菜”等商家推出了邻里团采购模式，把蔬菜、
水果、肉禽蛋做成组合套餐，每个小区20单起
送，每天定时、定点统一配送到各个小区的自提
点。居民可以选择自提，也可以请社区志愿者
送上门。如果家有独居老人，子女可通过远程
在线为父母下单，也可在社区志愿者指导下进
行预订。

疫情期间，农村地区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
需要特别关注。据上海市奉贤发展有限公司的志
愿者小卫介绍，奉贤农村地区居多，村里岔路、小
路比较多的地方，配送物资比较困难。有鉴于此，
各村会以生产队为单位召集一批志愿者，在村口
与配送物资的志愿者进行物资交接，并共同发放
物资，确保物资供应。

——直击上海最大规模核酸检测

市民化身志愿者 争做城市“守护人”

这个春天，我们一起守“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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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在上海闵行区七宝镇一个封控居民小区内，社区志愿者们摆放清点刚卸下车的生活物资。近日来，为配合全市核酸筛查工作，上海的部分居民小区
实施封控管理。在这些小区内活跃着许多由居民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伍，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派发生活物资、接收派送居民快递外卖和辅助核酸筛查等，助力疫
情防控。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4月4日，社区志愿者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袁秀清出门检测核酸。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