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保物资“极速达”

退伍兵在封控楼里重温五公里跑

4月的一天，室外气温 33摄

氏度， 漕河泾街道罗城小区收

到了一批保障物资。 但是卸载

和分发却令罗城居委书记犯了

愁，“这批物资有四吨重， 又都

是鲜货，如果不及时卸载发放，那么热的

天肯定会坏的，怎么办？ ”

好在前一天， 区退役军人志愿者漕

河泾小分队 6 名队员以驻守支援的方式

来到罗城小区，立即闻令而动。

四吨物资，全凭双手，一袋一袋往下

拎。 退役军人小分队队长高君迅速划分

小组，传送卸载，加快卸载速度。 队员们

顶着高温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 货车司

机翘起大拇指说：“送了三个地方， 你们

这卸载速度最快。 ”

卸载物资仅是任务的开始，25 个

封控楼，384 户，7680 斤蔬菜要分发到

居民家里， 又是一件重活。“我进封控

楼，我不怕！”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的队员

叫胡立波，曾是一名消防兵。背上 40 斤

的蔬菜，再爬 6 层楼，汗水浸

湿了胡立波防护服下的衣裳。

队友们也在互相打着气，“兄

弟们，爬楼时，记得要发挥好

在部队跑五公里的拼劲，一

定要把任务完成好！ ” 两个多小时过

后，分头送菜的队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陆续回来了，胡立波也完成任务回到了

居委。

记者了解到，经过 10 余天的艰苦奋

战，罗城小区疫情防控已持续向好。 胡立

波又毅然申请进入方舱转运分队， 继续

践行子弟兵的承诺。

筅 记者 姚丽敏

2022 年 5 月 2 日 星期一 / 本版编辑：许晓红 美编：倪叶斌

徐汇报

综 合

ZONG HE

03

4 月 25 日下午， 上海中心气象台先

后发布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和冰雹黄色预

警信号。 下午 4 时左右， 大部地区出现

7-9 级，局部 10-11 级的雷雨大风。 不少

人在社交媒体上发问， 方舱医院情况怎

么样？

截至目前， 徐汇区共有 10 个方舱医

院，除白猫方舱医院之外，均为既有建筑物

改建。 记者紧急联系部分方舱医院发现，

指挥部均已提前收到预警通知， 并根据

自身情况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预案，在 25日

下午大风暴雨来临之前已经做好准备。

龙华中路方舱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24 日指挥部就收到了市应急局、区

防控办相关通知，连夜制定预案，25 日一

早就根据预案开始布置各项任务。方舱医

院三楼为帐篷病区，经评估，决定将 3 楼

人员全部转移至其他病区。 由于该区域

相对通风好，如厕、淋浴较为方便，部分

病人出现抵触情绪。 指挥部通过多种举

措，经过长达 6 个小时的沟通、对话和协

调，终于在下午大暴雨来临之前，将 60 余

名病人成功转移至安全病区。 同时，指挥

部提前组织力量及时对风险区域进行排

查检查。 督促送餐公司尽早送达餐食，确

保病区内食品物资储备充足。

漕宝路方舱医院 24日晚研究项目图

纸，排查风险点位。 25 日，和山东医疗队

负责同志提前研究应对暴雨天气收治和

转运病人路线、医废处置预案。 应急保障

团队做好防雷防电等安全检查。 25 日下

午，指挥部召开暴雨大风安全防范专题工

作会议，进一步落实应急举措事项。 截至

25 日晚， 舱内一处漏水现象得到及时处

理，病人情绪平稳。

在西岸方舱医院，指挥部在开舱时就

制定了针对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接到本

次预警通知后， 指挥部协调西岸集团、区

公安分局、区消防支队成立了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小组， 通过监控巡视和实地检查，

对舱内住宿区、洗漱区等重要线路和集装

箱连接处、低洼点和室外帐篷等风险点安

排专人进行排查和加固。指挥部和应急救

援队伍全员在岗值班，备足防汛物资和人

员，做到人在、物足、责任实，争取第一时

间进行专业处置。

本次暴雨是白猫方舱医院启用以来

经历的第三次暴雨， 根据预案和以往经

验，本次指挥部提前将物资仓库内低洼处

物资转运至高处，重点加强了场外化粪池

巡查工作， 重点监测仓库排水沟水位、化

粪池坑塘积水情况和抽水泵运行情况，另

备用一台抽水泵做好准备， 根据需要，随

时启用。维保、消杀、消防等条线工作人员

全天值守，随时准备处理突发事件。

筅 记者 王旭 刘辉

上海大风暴雨来袭

徐汇区方舱医院怎么样

位于奉贤区的青村零号基地方舱（徐

汇舱），是徐汇区第一个设在外区的方舱。

来自各单位的管理团队人员，在区民防办

党组书记萧兆铭的带领下，第一时间成立

徐汇青零方舱指挥部，仅用 48 小时完成

1930 张床位的方舱运行保障工作， 并于

4月 17日凌晨收治了第一批入驻患者。

4月 15日， 来自区民防办、 区委政法

委、徐汇公安分局、城投集团等单位的 22名

同志赶到青高路徐汇方舱， 第一时间成

立青零徐汇方舱指挥部， 在毛胚厂房内

搭建了一间简易的指挥办公室。 由区民

防办党组书记萧兆铭担任总指挥， 会议

上建立了指挥体系架构， 指导各方力量

开展筹备工作。

区民防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青

零徐汇方舱指挥部下设有综合组、 保障

组和安保组。 徐汇城投集团负责常用物

资保障，徐汇区中心医院负责医疗保障，

并对接陕西医疗团队的需求。

同时， 指挥部还加强了夜间值班值

守， 确保方舱内各项需求和突发状况能

够得到 24 小时响应。

远离徐汇、资源不便、交通困难、路途

较远……青零徐汇方舱指挥部在方舱建立

之初克服种种困难。由于条件简陋，洗漱不

方便， 这次派来的 22名同志都是男同志。

在厂房内用木板搭建了简易的宿舍。

保障后勤物资最基础也最为重要。

青零徐汇方舱指挥部严格按照方舱医院

物资储备有关要求，主动与区城投集团对

接，第一时间落实后勤物资保障，安排好

生活物资和防护物资。 按照 1930张设计

床位标准，落实好相应数量入驻打包的准

备工作。落实保安、保洁、消杀等专业队伍

到位，并开展了相关工作和防护培训。

近几天物业维修遇到前所未有的困

难，如卫生间管道堵塞、跳电、断水、漏水

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保障组也一一解决。

为应对再次发生厕所堵塞、漏水等问题，

保障组 22 日晚又加急采购两台移动厕

所给方舱患者使用。

4月 19 日晚， 青高路徐汇方舱临时

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 党员们在会

议上交流工作心得， 并重温了入党誓词

仪式，越是艰险越向前，让党旗高高飘扬

在疫情防控一线。

新建在奉贤的青高路徐汇方舱

越是艰险越向前

筅 记者 曹香玉

徐汇区广大市民朋友：

人人参与、共同守“沪”。 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上海正全面开

展“无疫小区”创建活动。唯有广大市民

齐心协力，才能守护徐汇美好家园。

党建引领、党员先行，全力以赴创

建“无疫小区”。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为创建“无疫小区”加强

组织领导、广泛凝聚合力。 广大党员要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宣传、凝聚群

众共同参与“无疫小区”创建。 要将“无

疫小区” 创建与服务群众工作同步推

进、同步落实，深入推进“健康守护”行

动、“特殊关爱”行动、“楼组党建”行动，

切实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从我做起、因地制宜，自觉遵守疫

情防控各项规定。 要结合徐汇社区一

线的实际情况，不折不扣、因地制宜落

实“无疫小区”创建的“六规范、三强

化”要求，规范入口管理、规范健康监

测、规范个人防护、规范快递管理、规

范清洁消毒、规范垃圾处置、强化信息

宣传、强化服务保障、强化物资储备。

广大市民要从我做起、带动家人，坚持

“三件套、五还要”，坚持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共同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主动

制止社区内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行为。

坚定信心、群策群力，共同营造众

志成城的抗疫氛围。要切实营造“人人

参与抗疫， 人人从中得益” 的创建氛

围，在徐汇广大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切

实夯实群防群控基础， 以众人之力提

升社区疫情防控效能。 要坚持守望相

助、邻里互助，群策群力、共同努力，有

效保障核酸（抗原）检测、物资采购、快

递分发、垃圾清运、配药就医等工作，

全面凝聚起共同参与疫情防控、 共同

创建“无疫小区”的坚强合力。

同舟共济在一起， 守望相助齐战

疫。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守

“沪”，创无疫小区！

徐汇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4 日

共同守“沪” 创无疫小区

———致徐汇区广大市民的倡议书

这几日，一张精心制作、内容翔实、

图文并茂的长图， 在龙南七村的居民群

中不断转发。 这是由小区志愿者团队制

作的首期“防疫日报”，详细介绍了小区

的疫情情况、保供信息等，让居民对目前

小区的状况一目了然。 这张看似简单的

简报， 背后凝聚了龙南七村居委会和志

愿者团队的无数心血。

龙南七村的居民志愿者莫先青告诉

记者：“我们志愿者构思了很久， 和居委

商量过后做出了防疫日报。 ”莫先青是位

年轻的街舞舞者， 平日里大家都称呼他

为花生酱。 在花生酱的带领和优化下，一

支有序的志愿者团队正式组建。 团队设

立了保供部门， 对接发放的物资和团购

信息。 后勤保障组主要是物业人员，负责

物资配送、生活垃圾处理等。 还有负责为

居民线上、线下配药的配药组和外宣组、

信息组。 其中，外宣组和信息组是制作防

疫日报的“主力军”。

防疫日报的第一部分为“疫情通

报”， 详细介绍小区每日最新疫情情况，

告知被封楼栋、病例情况等；紧接着是志

愿者服务排班表，可以提供哪些服务；最

后是关于团购、取快递、物资配送等信息

公告。

4 月 21 日第一期防疫日报发出后，

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防疫日

报可能会两到三天出一份， 进行阶段性

的数据汇总。

一张图带你了解小区防疫信息

筅 记者 汪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