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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公安局禹越派出所副所长 江洁宁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全网搜

索”。起因是寄到湖州市公安局的一封感

谢信，信里写道，“我真的很想感谢他，是他

让我一个在外漂泊的湖北人，感受到了家

人的感觉……”除了感谢，信里还拜托了一

件事——寻找警号“054507”，想再次说声

谢谢。

“054507”不就是我的警号吗？我一看

信中落款，名叫李伟，我对他印象挺深的：

这是一位常年在高速上奔走的湖北籍货车

司机。2月8日凌晨时分，我在执勤的S13

练杭高速德清服务站遇见他，那时他已在

高速上“漂泊”了近半个月，从耷拉着的身

子就能看出，他身心俱疲，处于崩溃边缘。

“无论如何，我不走了！”他看着我，绷

紧了身子，有些赌气的倔强。他开着的是

一辆湖北号牌的超长货车，有20多米，车

上还装着8辆新车。下不了高速，也卸不

了货，有办法帮他吗？我决定先了解一下

他的行程。

这一问，李伟满腹的委屈爆发了出来——

1月26日从成都发的车，按照行程，大

约3天就可以到达杭州卸货。在路上跑了

一天，疫情形势突然严峻起来，他没法下高

速，就连很多服务区，都对湖北号牌车进行

了劝返。

一开始，他还能买到饼干和泡面。可

2月3日一早醒来，他发现服务区超市也关

门了！车上只剩4桶方便面和几包饼干，

就这样又挨过了3天，存粮吃得一点不剩

了，雪上加霜的是，工作人员也来敲车门赶

人了，“你不能停了，服务区要关闭了”，他

知道自己又得上路了。

再次进入浙江境内已是2月7日晚上，

他开到了S13练杭高速德清服务站，想休息

一晚再说，没想到又被工作人员敲了车窗。

“我能去哪里？我实在没办法！这里

不行，那里赶的，我到哪里都是在高速上漂

着。我去江苏这一路的油费都是我自己贴

的，已经贴了 1000 多元油费了……”开货

车的司机都是硬汉，可他说着说着就哭了

起来。

他在路上“漂”了13天，也不是从高危

地区来的，风险并不算太高。我决定向领

导汇报，希望能帮他安排隔离，至少，也先

找个地方住下来喘口气。我跟他说，先在

服务区休息一下，再和公司联系看看有没

有办法。他一下抬起头，似乎很惊讶我没

有“赶走”他。

我看他车上已经没有吃的东西，就去

执勤点找出泡面和水果，给他送了过去。

第二天白天我再去看他时，他说公司暂时

还没办法安排。我问他，把车留在服务区，

人在德清隔离，可不可以。他点点头。

向领导汇报情况后，各个部门经过商

量，决定“挑担子”。2月9日吃过午饭，我

们联系了120 车来接李伟，他被送到德清

禹越镇临时医学隔离观察点。隔离点设在

当地一家宾馆。听说，到那后，李伟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好好洗了个热水澡。几天后，

我再去看他，发现他情绪好多了，人也精神

起来。看到他情绪平复，我也安心了不少。

14天隔离结束的时候，高速和货物运

输也已经恢复正常。2月22日，我们带了

一些口罩和食物为李伟送行，没想到又让

他红了眼眶。

疫情发生后，我们常常提及“隔离”二

字，但我们隔离的是病毒，并非是人心。疫

情来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

人在战斗。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始终

有信心、有底气，去坚守岗位，帮助更多

的人。

我是警号 054507，希望疫情早日过

去，让大家能安心出门，安心回家！

本报记者 陈佳妮 整理

我们为司机李伟送行

不敢回家，觉得自己像
从病毒堆里滚过一样

1月23日，浙江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浙医一院被指定为新冠

肺炎省级定点医院，所有在浙一确诊的患

者都被隔离在9号楼。

战鼓响起，施林松甚至还来不及做十

足的准备就进入了一线战场。当天，9号

楼外的走道上挤满了候诊的人，咳嗽声、

喧闹声此起彼伏。上城公安分局也调配

了不少警力前来增援，恐慌像疫情一样在

人群中弥漫开来，有人等不及了，冲着民

警质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有人

干脆就在警务室旁的花坛边排排坐下来

等。“近百个出现发热等症状的人挤在一

起，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新冠肺炎感

染患者。”施林松说。可当下，他根本来不

及考虑自己是否会被感染上，“心里想的

就是豁出去了。”施林松紧了紧口罩，开始

到人群中维持秩序，提醒候诊人员佩戴

口罩。

晚上，人群逐渐散去，结束执勤后，恐

惧才后知后觉地袭来。施林松住的地方离

医院不远，可回家路上却磨磨蹭蹭地花了

1个多小时，“不敢回家，觉得自己像从病

毒堆里滚过一样，怕传染给老婆孩子。”到

家后，他站在门口，远远地叫老婆把消毒水

扔给他，脱掉外衣，把自己全身上上下下消

毒了一遍才犹犹豫豫地进了门。

“当时对新冠肺炎的了解还没有现在

那么多，只知道是个传染性很强的病毒，且

有一定时间的潜伏期。”而施林松执勤时唯

一的防护工具，就是一层口罩。由于害怕，

他经常上网搜索或询问医生新冠肺炎的传

染途径以及症状，但都无法得到特别明确

的答案。“当时医生只能告诉你尽量远离人

群，但我肯定是做不到的。”

大年初二（1月26日），确诊病人陆续

向浙医一院之江院区转移隔离。施林松记

得那天，自己绷了好久的弦稍微松了点下

来，随即就感到身体很累，有些头晕。由于

担心自己被感染上疫情，他一天给自己量

好几次体温。一旁的辅警打趣说：“那几

天，他自设了一道屏障，别人一靠近，他就

弹开。”

警情不多，
但一有警情就是惊吓

从浙医一院设置警务室起，施林松就

是这里的驻守民警，处理过无数医院内的

警情。疫情期间，医院的人流量骤降，警情

也随之下降。可因为随时有传染的风险，

这段时间的每个警情，处理起来都比以往

更为艰难。

有一次，施林松正在医院内巡逻，突然

听到一阵骚乱，护士大叫着有人不配合检

查。原来，一名发热患者被告知需要做核

酸检测，突然疯了一样往医院门口跑去。

来不及多想，施林松拔腿就追了过去，在门

口一把拉住了发热患者，拉扯一阵后终于

将其劝回。

医生给该名发热人员做核酸检测时，

施林松几乎不敢呼吸，心吊到了嗓子眼，

“当时已经做好他被确诊，自己被感染的准

备了。”好在，最终检测报告显示，这名人员

只是普通的感冒。

还有一次，一名患者因为自身的焦虑

情绪与医生发生了纠纷，施林松赶过去时，

患者的情绪十分激动，吵闹之下突然扬言

自己是从武汉过来的，还试图摘下口罩。

虽然最终证实，这只是患者为了恐吓医生

说的假话，但却让面对面调解纠纷的施林

松着实“心惊肉跳”了一把。

“警情不多，但一有警情就是惊吓。”施

林松细数着疫情期间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

经历，心有余悸地长嘘了一口气。

人多起来了，恐慌少了

3月2日，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响应级别由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一线“战士”施林

松也跟着松了口气。

前来浙一看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医

院门口恢复了以前的车水马龙，入口处设

置了专门通道，核验绿码、测量体温，一切

井然有序。“每天人流量都在逐渐增多，平

时正常的人流量是两三万人，今天看这架

势，大概有一万多，已经恢复不少了。”短短

几分钟，就有不少人前来问路或询问情况，

施林松一一耐心回答。

“人是多起来了，焦虑也少了，但还是

不能放松。”施林松站在医院门口，一边帮

保安维持交通秩序，一边提醒大家戴好

口罩。

与一个月前相比，被各种障碍物围

起来的9号楼骤然冷清了下来。施林松

回到警务室，喝了一口茶，透过警务室的

窗户张望着 9号楼附近的情况，零零星

星地没有几个人。“一切向好。”他感

叹道。

警务室就挨着警务室就挨着99号楼号楼

在高速上“漂”了13天，湖北货车司机崩溃了

我是警号054507，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与浙医一院9号楼为邻的警务室

别人避之不及，他心惊肉跳地守了一个多月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9号楼。楼外的过道被反复

消毒，刺鼻的消毒水味儿直冲鼻腔，四周被各种障碍物严

严实实地拦了起来，只留一个窄窄的入口。

这是浙医一院所有疑似感染新冠肺炎患者集中就诊

的地方。由于对病毒的恐惧心理，靠近这儿的人不是屏

住呼吸，就是掩鼻逃开。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小营派出所设置在浙医一

院的警务室，离9号楼不过几米，驻守警务室的民警施林

松，几乎可以说在高危区的边上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施林松在浙一门口维持秩序施林松在浙一门口维持秩序

感谢信

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陈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