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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胜忠

2月5日，正月十二，这是青年党

员诸葛璇回乡期间连续值班的第4天，

她和另外两名执勤人员一起，在村口

最大的卡点对过往行人、车辆进行信

息登记、体温测量以及防疫知识宣教。

诸葛璇是宁波康复医院的一名

医生，春节回到兰溪市诸葛镇长乐

村老家和父母团聚，原计划初六就

要回甬上班，但疫情之下，单位让她

元宵后再返岗。每天的疫情通报让

诸葛璇揪心，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她比身边的村民更明白疫情扩散的

危害性和自我防护的必要性。她向

村里主动请缨，要求参与到村集体

疫情防控和卡点执勤队伍中来。

这支防疫队伍中，有村干部、老

党员、村民代表等，我也在其中。

我的老家长乐村地处金华、杭

州、衢州三市交界，是个有着2000多

人的大村，330国道和龙葛公路穿村

边而过，是金华的“西大门”。

从正月初一开始，村党支部就

发动组建了一支有近百人参与的防

疫队伍。

身为媒体工作者，我主要为村

里的官微提供宣传稿件，定时搜集

各个卡点情况，并做好部分村民的

政策解释工作。

我们向全体村民倡议，这个春

节停止拜年和聚会活动，做好自身

防护工作，不要随意出门。对于村

里几名从武汉返乡的人员及家属，

我们重点做好观察隔离措施，督促

他们在家单间居住，每日登记相关

情况。同时，从正月初二开始，暂停

景区对外开放。有村民起初对此不

理解，甚至还有村民聚集打牌、钓

鱼，我们都进行了劝导和制止。

随着防控力度的加强，村里在7

个对外通道口设置了24小时执勤的

卡点，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进行检

查，确认无误后才准予通行。4日深

夜，室外寒风袭人，我去桥头、泉井

头、荷叶塘等卡点转了一圈，看见执

勤人员个个戴着口罩坚守岗位。大

家都说：“这个时候，只要村里有需

要，我们百分百愿意付出，只求大家

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截止到2月4日24时，兰溪市域

没有发现一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确诊病例。这对于我和所有参

与疫情防控的长乐人来说，是欣慰

的。把守好“金华西大门”，长乐人

责无旁贷。

本报记者 陈立波

2月4日起，因疫情防控需要，杭

州管控措施升级，各小区实施封闭式

管理。“最严措施”下的小区情况如

何？我特地戴着口罩去家附近的几

个小区转了转。

当天下午，我来到杭州汽车北站

附近的蓝孔雀社区，发现这里每个小

区的出入口都支起了一个临时帐篷，

现场有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和小

区保安对进出小区人员的信息进行

登记、核对，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你好，请配合测试体温，快递订

单登记后请按照秩序摆放。”我在孔

雀蓝轩小区门口待了一会儿，发现进

出小区人员不多，倒是不时有快递小

哥前来送货，工作人员忙着给快递小

哥测体温，并登记业主的快递订单配

送情况。

一名戴着粉红色头盔、蓝色口罩

的快递小哥提着一大袋东西径直走

到检测台前，测过体温没问题后，将

快递信息报给工作人员登记，再将东

西放置到指定位置。我赶上去和他

攀谈了几句。他告诉我，他姓王，做

快递小哥已经 2 年多了，“最近非常

时期，快递量比平时大很多，有时候

送达没那么准时，但顾客都很理解，

没有一个顾客给我‘差评’。”小王哥

对我说，“这个订单就是 3 幢一位业

主买的一些生活用品，我手上有好几个

单子要送，所以这个订单送过来迟了点，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说抱歉，他叫我‘不要

着急，注意安全’，我听了特别暖心。”

小王哥露在口罩外的眼睛笑得

眯了起来，“这些天收到不少这样的

暖心话语，我辛苦点也开心。我多跑

几趟，居民就能更加安心地待在家

里，我这也算为防疫出力了。”

小王哥跨上电驴绝尘而去，我过

去瞅了一眼快递登记本，上面密密麻

麻记录着姓名、时间、房号等信息，粗

略一数，仅2月4日当天，就已经登记

了超过 200 单。这些送到小区门口

的快递，绝大多数由物业工作人员送

货上门。

“这样做，我们虽然辛苦，但是更

安全。”物业工作人员告诉我，“每天

看看‘微信运动’排名，就知道哪几个

同事送快递送得最多了。”

我还去雍荣华庭、汀澜府等小区

看了一下，与孔雀蓝轩小区一样，这些

小区的出入口也都多出了一块摆放快

递的区域，快递小哥来去匆匆，物业工

作人员测体温、登记、配送有条不紊。

本报记者 丁丁

因为从省内疫情比较严重的地

方返杭，根据杭州市预防和控制新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相关规

定，我必须在家进行为期14天的居

家隔离。

被隔离在家，工作

不能停，怎么办？和很

多人一样，我开始了居

家办公。

和甲方沟通了项

目的最新进度，和印刷

厂确定开工时间，和邮

局联系确定投递是否

已经恢复正常，和彩印

店对接何时可以正常

出样刊……居家办公

第一天，我就把电话及

微信、qq、钉钉等通讯

平台全都用了一遍；至

于网站更新、杂志内容

组稿、画册策划和文字

编辑等，也基本没有遇到障碍。

居家 办 公 没 啥 问 题 ，再 和 大

家说说我的生活问题，那也是“没

啥问题”。

当得知要被隔离的那一刻，

我 内 心 还 是 有 一 点 点 小 小 的 焦

虑，因为居家隔离期间不能擅自

外出，那么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从

哪 里 来 、垃 圾 又 要 扔 到 哪 里 去 ？

好在，社区工作人员马上告诉我，

需要买菜或者其他必需品，都可

以找他们帮忙；至于垃圾，也会有

人隔天来家门口收取。

这几天，我通过电商平台买

了一些生鲜及蔬菜瓜果，社区贴

心 地 协 调 物 业 工 作 人 员 帮 忙 收

取，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所以，

虽然不能出门买菜，我的伙食也

是相当不错的。

“家里蹲”的日子里，每天一醒

来就抓起手机查看疫情最新数据，

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同样成为习惯

的，还有每天两次接听社区工作人

员的问候电话。

“体温怎么样呀？有没有咳嗽、

会不会呼吸急促，身体有没有什么

不舒服？”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

社区工作人员总会准时打来电话，

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在得知我一切

安好后，他们还不忘嘱咐我要勤

洗手、多通风，如果有身体不适，

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他们。

现在，我已经很习惯这样的

居家隔离日子，期待着疫情早日

结束，我能面对面地对社区工作

人员说一声“谢谢”。

我和老家村民一起把守“金华西大门”

我在小区门口和快递小哥攀谈了几句

我的居家隔离日子过得“没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