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筅 记者 王旭

静默了一个月的办公室里响起了键

盘敲打的声音， 车间里的流水线恢复作

业，属于城市的喧闹正在一点一点回来。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

公司是 2022 年上海疫情期间第一批重

点复工企业，属于新冠检测、疫苗研发

相关的实验室精密仪器生产的运行保

障类企业。上海是梅特勒－托利多集团

全球实验室天平、仪器仪表及传感器的

生产中心；同时，其亚太物流中心也在

上海，承担着所有梅特勒－托利多产品

对内及对外的中转任务。

据了解，本轮疫情以来，部分员工一

直值守在单位， 每天进行 1次核酸检测

和 1次抗原检测， 在确保驻厂员工防疫

防控的同时，不停工不停产。 4 月 25 日

起，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

司进行新一轮的复工复产安排， 目前第

一批员工已经回到工作岗位， 产能总体

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40%； 物流方面也在

政府的帮助下开通了对应的物流专线。

复工复产离不开每一个员工。相关

负责人介绍，现在企业正在积极与徐汇

区商委、虹梅街道申请电子版员工复工

证，为下一步的产能爬坡做好准备。

能源安全事关发展安全、 国家安

全， 为国内各大煤炭能源企业提供相关

采掘设备的上海煤科近日也已经复工复

产。上海煤科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波介

绍，疫情防控期间，上海煤科党委对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进行专题

研究，成立了拥有领导组、工作组的复工

复产组织机构， 组织制定了上海煤科复

工复产实施方案， 号召党员干部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复工复产。

上海煤科班子成员分头行动，成立

六个小组落实工作。 综合协调小组第一

时间了解各项政策， 申报各生产单位复

工复产材料并跟踪批复； 物资运输保障

小组，寻求运输资源和方案，完成 6辆货

车的通行证办理； 安全生产小组进行安

全教育培训、厂区安全检查、制定应急响

应程序并落实应急物资配备； 防疫工作

小组，对接防疫部门，制定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 配合做好疫情防控物资

的采购和发放；后勤物资保障小组，筹备

防疫物资、集中管控所需生活物资、常备

药品及驻厂服务车；客户协调小组，积极

协调紧急项目排产和产品发货。

在各小组间、各小组与产业基地间

密切配合下，上海煤科形成了一套科学

可靠的“抗疫情、保安全、保生产”工作

机制。 目前，奉贤基地的生产车间已到

岗百人， 产能已恢复到停工前的 85%，

徐汇总部也已有部分人员回到关键岗

位进行技术保障和支撑。

复工复产的关键在物流和人员。陈

波表示，下一步上海煤科将继续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 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工作，

为保障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机器声响起

徐汇区重点企业全力以“复”

疫情当前，凌云街道龙州小区的青

年志愿者团队从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开

始，已经连续运转了 40 多天。 如果说，

清零是龙州小区战“疫”的目标，那么亲

邻则是这个小区一直以来坚守的初心。

夫妻战“疫”，心照不宣的浪漫

龙州小区的青年志愿者团队中，有

十多对夫妻档齐上阵。 他们是家人，更

是并肩战“疫”的战友。

莎莎夫妇是小区保供组中的一对

夫妻档。一开始，莎莎的先生出于担心，

并不同意她上岗。随着小区疫情防控的

形势逐渐严峻，莎莎肩负的志愿工作越

来越辛苦，莎莎的先生十分心疼，也一

同报名参与了志愿者团队。

如今，莎莎的先生即将投入到复产复

工的工作中，某晚，在搬运物资时，他对莎

莎说：“我再帮你卸一次吧！否则你今天又

要送菜，又要去帮忙核酸检测，我怕你扛

不下来。 ”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负责的楼

栋情况，包括 8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信息、

大病医保等状况详细地交付给莎莎……

像莎莎夫妇这样的夫妻档，在龙州

小区还有很多， 例如李娜和孙延斌、陆

安勤和杜智明、张健树和史悦、吴奕和

刘健、陈晓君和江晓雯等。 在这场疫情

中坚守，成为每一对战“疫”夫妻档心照

不宣的“浪漫”。

老少接力，齐心抗“疫”的温暖

张云珍今年 69 岁了， 作为一名老

党员， 义不容辞地参与到志愿者队伍

中。 当上一名协助核酸检测的志愿者，

她的儿子在了解小区的疫情防控情况

之后，和母亲一同上阵。

张云珍主要负责的是维护小区核

酸检测队伍秩序的工作，儿子和青年志

愿者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勇挑重担：维护

核酸检测队伍秩序、带领楼层居民做核

酸、 保障生活物资发放等。 张云珍说：

“小区里的青年志愿者一大早就出去

了，到晚上八九点钟再回来。 开着私家

车为居民服务，我们看着真的很感动。 ”

像张云珍这样的老党员还有很多，

天天奋战在第一线，以身作则，带领自

己的子女共同战“疫”，立下“疫情不退

我不退”的铮铮誓言。

“青”力协作，共同守“沪”的力量

龙州小区除了夫妻档、亲子档的战

“疫”组合，每一位居民都在为这一场战

“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从第一次小区核酸检测志愿者招

募开始， 居民们便陆续主动向龙州居委

会主任孔佳艳报名。 为了保证第二天核

酸检测安全、高效完成，所有青年志愿者

连夜前往自己负责的楼道调研楼层结

构； 不管孔主任多晚在群内发布通知消

息，志愿者们的“收到”都不会缺席……

前段时间下暴雨，志愿者需要多次

爬上高四五米的集卡卸货。 卸货结束

时， 很多志愿者从鞋底到裤腰都湿了，

鞋子拎起来，鞋底流出很多雨水。

为了更好地执行小区保供工作，青

年志愿者将企业树形结构管理的思维运

用其中，每次小区物资发放时，从保供车

辆到达、卸货，到最后分发到居民手上，

三个小时内就能够“妥妥地”完成。

谈及青年志愿者团队，孔主任不禁

有些哽咽，“疫情肯定会散的，但是我们

这支团队不会散！ ”

既要清零，更要亲邻！

他们同心守“沪”，向春而行

筅 方青清 陈一川

“婆婆您好，我们是小区的志愿者，现

在还缺什么生活物资吗？ ”“什么都不需要

了，我有吃的了，药也准备好了。 ”又到了华

强公寓助老组志愿者上门探访独居老人的

日子。 过去的半个月左右时间里，志愿者除

了微信、电话联系，还会每五天上门摸排和

确认老人的生活物资、配药等需求的情况。

4 月初发放物资的过程中， 安亭居委

会工作人员陆桔和志愿者印嘉平意识到，

老人，是真正需要照顾和关注的对象。

“我们进行了第一次摸排，第二天成立

了助老组。 ”印嘉平介绍，目前每栋楼由三

位志愿者组成助老组， 对老人给予特殊照

料和关注。 截至目前， 已经专门为老人团

购过牛奶、鸡蛋等必需品。 助老组负责人

张俭是某政府单位的党员， 每次上门摸排

情况都做得很细致，50 户居民走访至少要

大半天，因为“除了买药买菜的需求，独自

居住的老人也需要有人说说话”。

4 月 13 日，徐汇区公布首批保供志愿

者专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印嘉平是小区的

保供志愿者专员。 围绕 700 多人的物资保

障问题， 居委会和印嘉平组织了助老组、

团购组、快递组、微群组和协同组，用企业

管理的经验去发动志愿者，组织协调志愿

工作。

团购组和快递组是保供工作的重中之

重。 既要尽可能为居民提供全面的品类，

比较不同渠道的产品质量， 又要保证最后

一百米物资的及时配送， 降低接触风险。

团购组通过与居委的多次沟通， 结合志愿

者在防疫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制定了团购

事务的操作办法， 要求所有团长在开团前

确认货源的安全性，并将相关企业的各类

防疫证照做成文档备案。

4 月 29 日，华强公寓的居民们迎来了

阶段性胜利———小区变为防范区。

保供志愿者专员

解居民急难愁

筅 记者 王旭

本报讯 团区委科学动员，更快更

好开展居民急需药品配送服务。

打通药品配送渠道。聚焦危急重症

病人急需药物，依托就职中山医院的青

联委员，承担代配药物的适应症和安全

性把控，大幅缩减配药时长。 组建上海

青联特殊药品代配志愿服务队徐汇分

队， 首批 39 名队员已为困难群众开展

各类重疾或急需药品配送服务累计

556 小时、配药 532 单。 有效提高配送

效率。 加强“三组三区”协同，将成员分

为信息组、医疗组、运输组，组织专业对

口的委员分别负责接派单、配药、送药；

根据运输组成员居住区域和工作便利

划分为北区、南区和东区，确保有限运

力发挥最大效用。 目前，90%以上药品

已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借力科技优势

互补。 与徐汇消防“志愿蓝”无人机团队

合作，利用无人机零接触、低消耗等特

性，减少人工配送产生的风险，与青联

运输组空地结合共同解决辖区高血压、

哮喘、冠心病等人群急用药问题。

药品配送 青联志愿者在行动

筅 段 伟

本报讯 “涉疫小区的应急救援任务

谁来守护？怎样守护？ ”为有效处置新冠肺

炎疫情涉疫小区的社会救助、抢险救援，同

时降低队伍感染风险，徐汇区消防救援支

队依托漕河泾消防救援站防化专业队为

载体，专门成立涉疫小区专业处置队。

领受任务后，防化队每一名队员积极

响应，纷纷递交请战志愿书。 宋子文是指

挥员，负责每次行动的作战指挥；李帅渊

是驾驶员，熟悉了解“战区”的每条道路；孟

旭旭是班长，带领肖昶、杭振东 2 名同志安

全、有效处置各类警情。 在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队员们已经成功处置 271 起各类警

情，平均每天处置相关警情 6 起。 涉疫小

分队足迹遍布徐汇，3 月 17 日至今已行驶

2100 公里。

每一次处置，队员们总是打趣道，处置

2 分钟，洗消半小时。 为了确保队伍安全，

他们不仅与队站的其他同志进行物理隔

离， 在每一次处置后都严格做好一系列洗

消工序。

一个月出警近三百次

筅 记者 姚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