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津
援
沪
建
设
者
周
玥
：

聚焦上海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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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陈琳琼的故事让我们
看到一个人即使遭受再多的打击，只要不放弃、不屈
服，人生终会绽放光彩。历经波折的陈琳琼通过自己
的努力，收获了成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跨越“千里出诊”让我们看到特殊时期的人间大
爱。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毅然决
然前往泉州，挽救了一个小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用
实际行动彰显了医者仁心，也让人们感受到深圳、泉州
两地为民服务的温度和速度。

近日，一位福建泉州爸爸给深圳卫健委留言，请求给孩子
联系转院。经过两地医院联系评估患儿病情后，深圳卫健委
决定由深圳市儿童医院派专家团队去泉州救治患儿，这意味
着医生去高风险地区不仅会冒被感染风险，回深后还需隔离
14天，但医生毫不犹豫，了解孩子问题后马上安排订票。深
圳、泉州两地纷纷为这次手术开启了绿色救治通道，目前婴儿
已得到救治，恢复良好。

“千里救婴”彰显医者仁心

广东潮汕“逆袭女孩”陈琳琼的故事曾感动无数网友，
过去一年里她先后经历了患癌、失业、分手等打击，3次化
疗、30多次放疗，在与疼痛作斗争的日子里，她选择考研并
以初试405分的高分顺利进入广州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复
试。日前，陈琳琼顺利通过考研复试，被广州大学拟录取。

张明芳 整理点评

女孩，你奋斗的样子真美！

遏止涉疫谣言遏止涉疫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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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落实“三区”划分阶梯式管理模式

见字如面，传递最美师生情
武汉市汉阳区楚才小学校长韦莉开通的“校长信箱”，已经

持续一年半了，收到学生来信1600多封，她给学生亲手回信
706封，累计达10万字。每周五，她还从来信的学生中邀请15
人共进午餐、谈心聊天。韦莉说，所有学生都希望被看到，一旦
说出来，很多心结就解开了，见字如面，如果多年后他们还会翻
看曾经的校长写给自己的信，那就是我们送给彼此的“礼物”。

“当校长也要站在育人第一线”，秉承着这样的理
念，韦莉与学生面对面、心贴心，用心育人，用情暖
人，希望有更多与学生心连心的教育工作者在孩子
们心里种下爱的种子。

防范区居民可以出门了！

助餐、助学、救急、就难，上海17.9万社区巾帼志愿者始终冲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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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以来，广州、上海、深圳等受疫情波及的地区发布停
课通知，均明确中小学转为线上教学，但幼儿园是否采用线上
教学，各地政策指向并不一致。近期，河北邯郸市要求“停课
不停学、居家不停教”，“市直中小学、幼儿园闻令而动，全市教
育教学活动从线下到线上平稳转换”。安徽六安市裕安区下
发“幼儿园线上教学工作方案”，要求“立即开展线上教学”。

幼儿网课，不能为上而上

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孩子良好的文明行为
习惯，重在游戏与活动，其次才是学习。幼儿园孩子年龄
比较小，未必能够专注上网课，此外，上网课还可能会伤
害孩子视力，对健康不利。与其让幼儿上网课，不如指导
家长如何在家中陪伴孩子，寓教于乐。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丁秀伟

在上海疫情防控31万社区志愿者中，
女性志愿者逾17.9万人。助餐、助医、助
学，她们始终坚守一线；救急、救难、救人，
她们临危不惧。在前方她们化身为“大白”

“小蓝”“小红”……同时她们也是别人的女
儿、妻子、妈妈。

守护安全的她
“保持两米距离”“把手机屏调到最亮”

“有码往前走，没码等一下”，这几句熟悉的
话语循环在每个核酸检测现场，许许多多
的社区志愿者，与“大白”并肩作战。

上海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中心党员
马亚红所在的寿康坊小区居住着许多老
人，他们无法掌握核酸检测的登记、查询
等流程，报名成为疫情防控志愿者的马
亚红在首次核酸当天深夜12点来到居委
会，协助居委会为75岁以上老人录入信
息生成登记码，凌晨 3点才回到家中休
息。还有很多和她一样封控在社区的姐
妹加入了社区志愿大军中，虽然阳光晒
黑了脸庞，风雨冻僵了手脚，但她们用行
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3月26日深夜12点，海上最美家庭代
表、金桥镇碧云国际社区的居民 Janice
Yeo终于歇了口气。当天，她和20位小区
居民一起成为志愿者，帮助社区开展新冠
抗原检测服务。这些志愿者来自多个国
家：英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日
本……大家都踊跃报名、争相参与。“‘大
白’们实在太辛苦了。”Janice Yeo和志愿
者们一致决定，帮助工作人员多分担一
些。根据物业提供的名册，大家按照楼栋
包干，一人一楼，有的还配备了中英文“双
语”志愿者一起服务。忙碌了一天，按期完
成了小区22个楼栋、300多户，共930多居
民的检测任务。

“同楼共济”的她
仁恒河滨城有70多栋单元楼，万余名

居民。得知浦东新区次日5点开始全域封
控管理，当晚9点多，一个名为“28号超能
特攻队”的楼栋志愿者微信群建立起来。

住在一楼的杭莹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28号超能特攻队”。每天早上6点半起
床后，杭莹第一件事就是穿上防雨服，悄悄
出门，在楼栋做消杀。消毒工具是楼栋业
主“东拼西凑”的，她贡献出了家里的整理
架，放在一楼门外的公共区，供大家放快
递。“要说担心，肯定是会有一点的，感觉每
天都有各种状况。但是这种时候，与其担
心害怕，不如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杭
莹坦言。

现在，杭莹和“特工队”队友们每天记
录并升级志愿者规范，这份数千字的“特
工队笔记”已共享给小区70多栋单元楼
的居民。

跑腿送医的她
小区封闭管理后，实行只进不出。除

了生活物资外，还有一样东西是很多居民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那就是药
物。为了让居民及时拿到必需的药品，一
个又一个女志愿者化身“配药侠”，穿梭在
各大医院和封控小区之间，用最快的速度
实现配药和送药。

近日，海欣社区防疫楼道微信群总会
有居家人员微信“下单”，青村镇海欣居委
的妇联干部们就干起了“跑腿”的活儿，为

居家人员提供“代购”，送药服务。接到订
单的她们，匆匆赶往社区卫生院、药房……
暖心的服务解决了居家人员生活上的后顾
之忧。

除了配药，有些还亲自帮助居民消毒、
扎针、推针。东林居民区巾帼志愿者李莎
一气呵成地帮社区居民蒋老伯完成了胰岛
素注射，一场疫情将原本点头之交的邻居
拉得更近。

今年65岁的蒋老伯与老伴居住于天
乐苑小区，子女都在市区，只有一个外孙女
居住于朱泾镇城南片区。3月27日晚10
点左右，蒋老伯的外孙女在得知金山将全
域进行封控管理，开展为期4天的两轮核
酸检测后，立即打电话到居委会寻求帮助，
因为蒋老伯患有轻微脑梗和糖尿病，需要
每天注射胰岛素，但是他的注射针头和药
物都紧缺，急需采购。

同一居民区的巾帼志愿者李莎是上海
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的退休护士，对
医药情况比较熟悉，了解到情况后便主动
承担了为老人配药的任务。第二天一早，
她联系社区医生帮忙配置了14天的用量，
早上9时就把药送到了蒋老伯手中。

“之前都是我外孙女过来帮我打，现在

小区封闭了，她进不来，可我从来没自己打
过，这可怎么办？”拿到药后，蒋老伯又为如
何注射胰岛素愁眉不展。“放心吧，我每天
都会来看你的，保障你每天能够按时注射，
要是身体有不舒服也可以和我说。”听到李
莎的保证后，蒋老伯心中的担忧瞬间消失，
连连道谢。

扶老助幼的她
宅家上网课的孩子，有的因为父母上

班由老人看护上网课，有的因为父母长辈投
身一线抗疫工作而无人看护，这些“特殊”的
孩子收获了金山区朱泾镇妇联干部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巾帼志愿者们的悉心呵护。

“弟弟、孟奶奶，我来了，自己试过登录
了吗？”在朱泾镇临源居民区，妇联主席王
艳早早来到临源三村孟奶奶家，为其上小
学的孙子做上网课前的电脑调试。事实
上，这已经不是祖孙俩第一次看王艳演示
了，前一天下午，王艳就已带着悉心整理的
笔记和课程表交到老人手上，还提前在孩
子的平板里下载好需要的上课软件。

“真的谢谢你，小姑娘！你来了又来，
为我解决了大难题。”原来，几天前孟奶奶
接到女儿电话，把监督孩子上网课的差事
托付给她，可不会使用电脑却让她犯了难，
便着急地向居委会求助，王艳了解详情后，
学习了上网课的技能，及时给予贴心帮助，
让孟奶奶感动不已。

朱泾镇巾帼志愿者张金娜在给读三
年级的胡同学上完声乐课后，还与孩子
互动交流宅家学习和生活情况。“谢谢张
老师课余的心灵鸡汤，让我收获满满
……”胡同学的妈妈是市六医院金山分院
的一名护士，今年春节及此刻特殊时期，
作为医护工作者，她“疫”不容辞，冲锋在
前线做核酸检测工作，但作为母亲，对孩
子又心生亏欠与挂念。

为给一线抗疫人员子女精准提供人文
关怀和心理支持，热衷公益的张老师及时
了解这些孩子的情况，并对他们开展心理
关爱志愿服务，给予这些学生更多的生活
关注和学业辅导，缓解了孩子因疫情和环
境不适等引起的焦虑、忧愁等负面情绪。

疫情无情人有情，“她们”是上海疫情
防控中的一抹温暖底色。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丁秀伟
□ 李名耕

4月 12日一早，上海闵行区东碧林湾小区的
居民群里就炸开了锅，因为东碧林湾被划定为防
范区，居民们可以下楼出门了，防范区的居民可以
暂时出门透透气，去进行买菜、买药、就医等活
动。

自3月末以来，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席卷上海，申城的居民在此期间经历了长时间疫
情封控。4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发布通知，把全市
各个小区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进行

“三区”划分的阶梯式管理模式，划定“三区”，是
为了尽可能让城市一点一点恢复如常。

管控依旧严格
4月 12日一大早，上海各区都给第一批防范

区小区发布了《告居民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当地按
照“三区划分”原则实施的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的具
体安排，以及先行开放的卖场、超市、药店、母婴用品
店“四类场所”名单。

防范区落实“逐步有序开放”的原则，比如金山
区在《告居民书》中明确人员不跨镇，防范区居民仅
在本镇范围流动；防范区内村居民允许每天每户一
人一次外出采购物资，凭出入证通行，落实“一戴三
查”要求（戴口罩、查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查健康码和行程码、查体温）；外出仅限生活物资采
购，严禁到本镇其他村居走亲访友；尽量步行，严禁
机动车。

同时，对防范区内人员，一周需开展2次抗原检
测；对在岗执勤的警察、快递员、城市服务保障人员
等人员，进行抗原加核酸检测。

而防范区内除已经公布的“四类场所”外，其他
场所继续执行线下关闭措施。

居民依旧谨慎
4月11日下午，金山区枫泾镇“三区”划分管控

首日，桥英花苑二期13号楼代理楼组长许婉娟带着
8张《临时出入通行证》，挨家挨户逐一发放，并叮嘱
居民使用规则：“地址、名字、联系电话等信息，都帮
你们填好了。每天一户可以安排一人一次出去买菜
或买药。出门时，志愿者会帮忙打钩，证明我们出去
过了。”

收到《临时出入通行证》后，居民陈世梅颇为兴
奋：“在家一直坚持足不出户，现在可以一天出去一
次，心里踏实多了。”

刚开始收到通行证的居民很多都在朋友圈里刷
屏，各个群争相转发，阅读量激增。但此时，与之相
对的是张堰街道依旧“安静”。不少居民知道可以一
户一人一天一次出小区后，还是会比较谨慎，并不着
急外出采购。

在张旧路和漕廊公路的交叉口，一位村民戴着
口罩，走向桑园村唯一的道路进出口，拿出口袋里刚
领到的通行证，递给道口的志愿者，试探地问：“我看
到公众号上发了，凭这个现在可以去买东西，是不
是？”志愿者拿过通行证，在上面打了个钩，笑着回
道：“没错！一天一次。不过，只能去公众号上写的
那些地方。”

超市货源充足
金山区吕巷镇共开放了8家商超、7家药店和

1家母婴店。这些超市、药店都做了充分准备，现
场货物充足、秩序井然。“我们从昨天开始便向一
些本地合作社和其他渠道进行订货，现在货物已
经陆续送达了，同时，我们也已对地面、购物车、
冰柜等做了3轮消毒工作。”吕巷镇和润超市负责
人汪晓光说。

在超市入口，吕巷镇党员志愿者在镇级统筹
下，主动请缨帮助维护现场秩序。顾客排队分批
进店、一批十人，并测温、扫描场所码，查验出入
证、健康码、行程码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虽
然流程较多，但前来的顾客无一不耐心配合，一位
顾客说：“严格管理好，保证了大家的安全。”

防范区不是“放飞区”
防范区等于“放飞区”吗？在4月 12日的上

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一级巡视员吴乾渝给出了答案：“如果出现大量人
员无序集聚，同样会对当前的防疫工作造成很大
隐患。我在这里提醒大家，防范区不是‘放飞
区’！”

吴乾渝强调，如果防范区出现阳性感染者，那
么该居住小区或自然村（单位、场所）将立即动态
调整为封控区，并马上落实相应管控措施。

记者从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管控区居民可以走出家门，防范区居民可以走
出小区大门，大家还是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
松懈，不聚集，减少流动，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
不外出，活动范围不要超出所在街道或乡镇；确需
外出的，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规范佩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筑牢织密疫情防
护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丽

经过一天的奔波，10日凌晨，中建三局
总承包安装公司员工周玥终于能在隔离酒店
安心地睡上一觉了。

作为其所在公司华北经理部的综合办公
室主任，周玥9日晚刚从上海抵达天津。过
去的几天，她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
院参与建设。

5日，还是清明假期。公司早上接到通
知，要支援建设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
院。周玥迅速联系、组织人员，调集设备、器
具。“中午，我们了解到援建人员比较多，上海
那边条件比较紧急，需要后勤保障人员随行。
我迅速收拾了行李，和家里交代一声就出门
了。”周玥说，爱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北京工
作一个多月没回家了，这次两个孩子都得交给
父母照顾，对于他们，自己难免心生愧疚。

“那天出家门时，我对孩子们说，晚上跟
姥姥睡，妈妈去建方舱了，然后扭头就走了，
怕说多了忍不住掉眼泪。”在电话里，周玥告
诉记者。

一支由69名天津建设者组成的队伍迅
速集结了！当天15时，大巴缓缓启动，开往
上海。20个小时后，建设者们抵达上海。没
有准备时间，马上投入建设。

“我们这支队伍主要负责机电部分，也就
是保证方舱通水、通电、通风，属于方舱建设
的最后一个环节，工期只有短短两天多。”周
玥解释。

会展中心周边早已订不上酒店，好不容
易采购了一些睡袋，等分发完毕才发现根本
没时间睡。“24小时连轴转，困极了，都不知
道自己在哪儿就睡着了，眯一会儿起来接着

干。能在场馆里找个空地再钻进睡袋的可能性太小了。”
这支队伍里，周玥是唯一一位女性。施工现场好几千人，女同

志只有寥寥几名。施工分秒必争，场馆卫生间也就不再区分性
别。“我就少喝水，少去卫生间，实在要去，就进卫生间后锁好蹲位
的小门。”周玥笑着说，时间有限、条件有限，几天里，洗脸、刷牙都
成了奢望。

发生在“天津队”的很多小事都让人感动。“我们队伍里有一位
师傅让我印象深刻。”周玥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介绍，“清明节期
间天津气温高，有的工人穿着短袖就出发了。可上海昼夜温差大，场
馆里又比较阴冷，他们就采购了一批冲锋衣，优先发放给穿衣单薄的
工人，这位师傅就是其中之一。发衣服给他时，他连连道谢，没想到
转天他竟然把衣服还给我了。我说这衣服就是给您保暖的，他很不
好意思，说了半天才肯收下。”周玥介绍，队伍里很多人参加过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经验丰富，因此在上海，除了干好自己的活
儿，他们还积极帮助其他施工队伍，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敬佩。

9日上午，上海市最大的方舱医院──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方舱医院首批床位顺利交付。同时，这支69人的天津支援队也再
次坐上大巴车，启程返津……

挂掉电话，周玥给记者发来了几张在上海工作时的照片。照
片中的她戴着口罩，眼神温柔而坚定。从她和同事们的身上，能清
楚地看到建设者的专业和笃定。

□ 孔一涵

近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多发，全国疫情仍在高位运行，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人们都密切关注着疫情相关信息，然
而，在互联网的加速传播下，真假难辨的流言煽动着公众的情
绪，为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连日来，上海辟谣平台澄清了不少与上海相关的视频谣
言：例如，“上海‘大白’持枪上岗”的视频其实拍摄于缅甸；“上
海居民冲出小区购买物资”“上海桃浦二村上钢板封控导致耽
误救火”等均拍摄于外省市，与上海近期的防疫工作没有任何
关系。这些谣言借助人们的恐慌与焦虑心理飞速传播，一方
面，纷乱嘈杂的谣言会使公众陷入“信息海洋”，不仅可能“误
读”防疫现状影响防疫信心，同时还使得真正的求助被淹没到

“信息海洋”之中。另一方面，谣言的每次出现只会徒增公众
的紧张情绪，抗击疫情紧要关头发出的辟谣公告无疑会消耗
宝贵的公共资源，增大疫情防控的压力。

在互联网时代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疫情谣言的有些源于主
观恶意的捏造散播，有些源自非主观故意的“张冠李戴”。对主
观恶意的造谣、传谣者须严惩，而要限制疫情谣言的恶劣影响，
还需多方合力，从断绝疫情谣言的传播开始。内容产出方要意
识到附加在“发送”键上的沉重责任，经过充分调查了解后再发
言；平台须建立完善的筛选过滤机制，及时审核并管控监督平
台内容，承担起社会责任；广大网民应增强对内容的辨识能力，
不要被激烈的情绪所裹挟，以冷静的态度辨别信息的真假与可
靠程度，让谣言止于智者；监管者应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减少
谣言滋生空间，同时严惩造谣、传谣者，为公众增强法律意识，
将恶意造谣行为扼杀在摇篮中。

疫情防控是一场持久战，遏制谣言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只要每个人都自觉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谣言滋生
的土壤就一定会被净化，当疫情谣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网络空间也将筑起稳固的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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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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志愿者使用自己的私家车
装运准备派发给居民的生活物资。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