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强）自青浦区复
工复产摁下启动键以来，青浦区迅速
集结环卫力量，在辖区内全面开展

“清积存、大扫除”专项行动，开展生
活垃圾清运、道路清扫保洁、公共环
境消杀、环境卫生质量巡查等工作，
为全区复工复产复市提供良好的市容
环境保障。

随着中心城区商超、便利店等商
业网点逐步有序恢复线下营业，美都
公司采取“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
对主要道路和人行道进行冲洗保洁，
增加消杀频次，针对死角盲区和薄弱
区域，进一步加大保洁力度，及时清
理沿路的积存垃圾、落叶等，保持道
路环境干净整洁。据统计，美都公司
共出动保洁人员 4686人次，出动保洁
装备 6157次。

封控期间，针对各类垃圾量剧增，
美都环卫出动195名员工，78辆车及时
梳理清运点位及投放时间，灵活调整清
运作业班次，确保全区一般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而对于涉疫垃圾清运工作，工
作人员每天早上5点准时到达垃圾分类
作业点位，穿戴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
手套，全副武装后开始驾驶着疫情防控
垃圾清运车穿梭在负责区域的各个点位
上。统一规范收集、消杀、登记台账、
分类暂存、妥善管理……严格按照防疫
规定，执行每一个工作环节，确保涉疫

垃圾及时清理。
截至5月15日，全区累计出动作业

车辆 3807车次、出动作业人员 7373人
次、开展消杀14239车次。

疫散终有时，春暖花自开。50多

个日夜，1200多个小时，72000多分
钟，4320000多秒……疫情面前，来自
一线的环卫人员用坚守和责任筑起了一
道坚强而有力的“防护墙”，用实际行
动践行使命担当。

清积存 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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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金句

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

持之以恒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升人民文明

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习近平 2022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

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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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电信运营商
青浦营业厅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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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金融服务前线
持续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通讯员 周晓辉）作
为“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上
海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的获得者，申通快递驾驶员关立
平热心公益事业，义务献血、帮扶
助人、抗击疫情……每次都有他的
身影，更有曾为邻居家救火徒手抱
起燃烧的煤气罐的英勇行为而广受
人们称赞。

这一次，关立平依然初心如
磐，在新冠疫情面前，再次挺身而
出，投身战“疫”一线，践行了他
一向秉持的“哪里有需要，我就冲
到哪里”的初心，他犹如抗疫战线
的一道光，让劳模精神熠熠生辉。

在上海的本轮疫情之中，快递
行业同样遭遇不小的影响。很多快
递小哥被封控在家，无法出门工
作，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受到了影
响。而居住在重固镇泉祥社区的申
通员工关立平在得知社区遇到物资
配送“最后一百米”的困难后，主
动请缨，在小区里担当起了居民们
的物资配送员。他的参与充实了基
层一线的防控力量，他的智慧也为
社区民众增添了群防群控的信心。

关立平做事执着认真。收件、
分拣、派送……关立平常常每天一
干就是七八个小时，穿着“大
白”，就尽量少吃东西、少喝水、
少上厕所，无论刮风下雨、高温闷
热，始终坚持每天将几百件物资配
送到居民家中。

关立平调侃道：“自己又干回
了老本行，只不过快递路程仅限本
小区范围。”由于生活物资众多，
为第一时间让居民拿到物资，他主
动向公司申请，将自己平时送件的
车辆用于帮助社区运送防疫和生活
物资。同时他还向公司借来了两辆
板车，大大提升了居民物资“最后
一百米”的配送效率。

很多居民也和关立平越来越熟
悉，大家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说：“远亲不如近邻，太好
了！让你受累了！”对此，关立平这样说道：“看到邻居
们拿到物资后的喜悦、听到对我们志愿者的感谢后，我
的内心感觉很充实，这足以抵消我身体上所有的疲惫。”

关立平做事善于用脑。经过几次的物资配送后，
关立平已经对小区的每个楼栋、每条小路都轻车熟
路。于是，他便和居委、物业共同出谋划策，针对两
个小区的路线特点，重新设计划分了一套物资配送的
最优路线图。

在关立平的建议下，社区采用“车辆配送到楼下+
志愿者送到门口”的配送方式，省力又高效，不仅解决
了疫情期间居民采买货品“最后一百米”的问题，也让
不会使用团购、微信支付的老年人，获得了极大的“安
全感”。目前，已实现一个小时内可分发物资 600多户。

“去年很荣幸我被公司党支部转为了正式党员，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带头坚守岗位，一心一意为群众服
务，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会迎来最后的胜
利。”这就是关立平的心声，也是他的实际行动。

据了解，除了物资配送外，关立平还承担起了小区
环境消杀、核酸、抗原检测服务及防控巡逻等工作。他
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位居民，悉心照顾好老年人、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始终展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让党旗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关立平的所作所为深深感染着大家，他和社区干
部、志愿者以及居民群众共同凝聚起了众志成城、共克
时艰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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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艳丽）在抗疫
阻击战中，在建工地由于居住密度高、人
员来源也比较复杂。青浦工业园区下属的
浦西建设公司的 16名志愿者，主要负责
32个在建工地，2000多名建设工人的核
酸检测和管理服务等工作。自疫情以来，
16名志愿者分工合作，将在建工地划分
为多个网格片区，绘制了一张精准防控作
战图。各片区志愿者冲锋陷阵、不辱使
命，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好工地工人的
核酸检测、生活管理服务等工作。

宋健今年 41岁，是浦西公司工程部
部长，4月初，吃住在工地的他忽感身
体不适。领导和同事便劝他在宿舍好好
休息，第二天的核酸检测安排其他人员
替补。第二天一早，宋健早早便起床第
一时间赶到了核酸检测现场，熟悉地操

练起了PDA和标签程序，整整 6、7个小
时，宋健全程站着扫码坚持了下来。这
让单位其他同事十分惊讶和感动，大家
纷纷感叹，瘦弱的身体竟迸发出如此巨
大的能量。

宋健坦言：“从 3月 31日至今亲身经
历了一场罕见的抗疫战争，目睹了许多未
曾经历的事情，感触颇多。看着逆行的医
护人员、人民警察，我吃的这点苦算不得
什么。在疫情期间，志愿者们都没有豪言
壮语，只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冲锋在前，
守护生命，展现责任与担当，我应该，也
必须是其中一名。”

在 16人的志愿者队伍中，还有一对
父子兵。参加工作才五年的刘高阳是浦西
建设的项目经理、助工，父亲刘金是园区
综服办的网格化中心主任，也是在建工地

工人核酸检测的总调度，“上阵父子兵”
成了广大志愿者口中的美谈。虽然没日没
夜工作的老爸负责调兵遣将，但小刘没有
半点“特殊化”和“偷工减料”的机会。
刘高阳说，工地人员不同于小区居民，不
仅人员密集，且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极易
出现聚集性传播，所以他一次次地通过视
频宣传和口头教育，提升工地人员的纪律
性和对疫情的认识。刘高阳还觉得，安抚
建筑工人情绪也是首要任务，他到处打听
保供信息，帮助物资运输、配药、就医，
把自己的微量物资分给困难的工人，用认
认真真的工作态度、热忱的志愿者服务精
神，做好工地人员的封闭管理工作。

总是跟数字打交道的、浦西建设财
务出纳出身的姚橙摸索出了一套核酸检
测新模式：“523工作法，即排队第一个

工人离采样医生 5米，工人队伍间距 2
米，离工作人员保持 3米。”每次核酸检
测，他都在现场不厌其烦地倡导着这一
工作法，一次两次……直到大家习惯。
姚橙说，四十多天以来，除了安排好核
酸检测和疏导工人情绪之外，还要监督
工地防疫规则是否落实到位、尽力想办
法解决工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让他们把
工地当成“家”。他与工人的关系也从
一开始的陌生，到现在彼此大家熟悉，
工人们也会开玩笑说：“如果哪天做核
酸看不到你，我们很不习惯。”

“以往我们走进工地，听到轰隆隆的
机器声还会觉得有一丝丝吵闹。如今，安
安静静的，还真是不适应呢！希望这些工
地里的机器早日运转起来。”志愿者们纷
纷期待着……

16名志愿者负责32个在建工地、2000多名工人的核酸检测和管理服务
等工作，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

“工地早日响起轰隆隆的机器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顾 舜
丽） 5月 16日中午，记者在青浦
巴士公司的停车场看到，一辆辆
公交巴士都已经彻底消杀完毕，
每辆车上都张贴了新的“场所
码”，相关司乘人员也都按照防
疫复工要求，陆续返回岗位。青
浦巴士公司的工作人员朱欢告诉
记者：“根据上级部门相关要
求，我们提前制定了一个复工方
案，对司乘人员的管控进行了排
摸。同时对车辆消杀、防疫物
资、‘场所码’张贴和车辆试营
运都做了充分准备。”

为了保护乘客健康和乘车安
全，所有公交上岗人员将实行点
对点管理，每天进行体温检测、
抗原自测和核酸检测。继续强化
运营车辆防疫，进出的公交车遵
循“一趟一消毒”的原则，重点
对公交车辆的座椅、地板和扶手
进行全面消杀、同时加强车辆的
维护工作，确保复工复产的安全
营运。

根据市、区两级工作要求，
区内公交行业迅速落实“场所
码”及“数字哨兵”工作，对公
交首末站实行“一站一码”，对
公交车辆实行“一车一码”，在
公交枢纽场站全覆盖配备“数字
哨兵”。当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时，司乘人员都会要求市民正
确佩戴口罩，上车前扫描“场所
码”，实现个人健康状态核验和

信息登记，确保疫情精准防控及有效追溯。
公交企业对区内各线路时刻表进行了重

新制定，确保首末班车准点率，努力满足解
封初期本区居民出行的基本需求。同时，按
照统一部署，及时科学研判，对公交线路恢
复运营方案进行动态优化调整。朱欢介绍：

“公司第一批恢复运营的线路将以途经城区
医院的城区线路和途经街镇卫生服务中心的
村村通线路为主，城区公交线路班次为每一
小时一班，村村通线路班次在一小时至一个
半小时，试运营期间首末班 7： 00 到 19：
00，确保满足居民基本的出行需求。其他公
交路线也会根据疫情情况，将逐步开通。”

目前，青浦公交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已有
近2000人具备上岗条件。区内21个公交枢纽
场站已配备34个手持式“数字哨兵”；已完成
885 辆公交车和 36 个首末公交站的“场所
码”申领和张贴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强） 眼下，又到了
一年一度练塘露天茭白上市的季节。初夏
的练塘镇，田间地头已是满眼葱绿。因受
疫情影响出现了产销渠道窄、交通运输
难、劳动力短缺等现实问题。为应对茭白
采收旺季采摘销售难问题，青浦区积极采
取措施畅通产销渠道，最大程度保障种植
户利益。

作为农产品保供企业之一，上海秋华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蔬菜套餐、社区团购
等形式，每天可接到来自各区的茭白订单
3000 份，合计 7500 公斤。合作社负责人

谢秋华告诉记者，目前基地每天可采收茭
白 5000 公斤，在确保茭白品质的情况
下，将周边的茭农联合起来，根据销售订
单的需求，进行集中销售，帮助茭农拓宽
销售渠道。

眼下正是茭白采摘最繁忙、用工量最
多的时节，受疫情影响，练塘镇茭白采收
面临人手不足的困难，当地政府鼓励各大
合作社开展互助合作、错峰采收，积极组
织发动防范区空闲村民下田采摘，缓解劳
动力短缺状况。

为应对茭白采收旺季采摘销售难问

题，练塘镇成立保供专班，统一对接集
中供应订单，依据茭白库存量、往年同
期售价和市场饱和度等信息及时调整茭
白销售指导价，实行统一发布、统一品
牌、统一定价，将订单任务统一分配到
合作社、农户。

此外，青浦区还积极指导茭白合作社
参与市农展馆“鱼米之乡”产销对接服务
平台，鼓励区内 27家保供企业共同参与销
售，推进线上平台助销服务，同时拓宽社
区团购、企业订单、礼包发放和食堂采购
等线下端口，多渠道解决茭白销售问题，4

月底以来日均销售约150吨，基本实现产销
平衡。

据统计，上半年青浦区茭白总种植面
积 14566亩，其中大棚种植的 1521亩茭白
从 4月下旬起陆续采摘，5月中旬至 6月中
旬，露天种植约 6166 亩茭白也将大量上
市，预计日均产量达500吨左右。

虽然很多部门都在努力，但高峰时每
天多达500吨的产量，一时仍很难消化。在
此也呼吁社会各方关注练塘茭白，期待商
超、电商平台、社区“团长”和广大市民
齐心携力，一起把眼下的困难扛过去。

政府搭台产销对接，助力茭白产业纾困解难

他们用一生坚守守护着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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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哲）随着青浦复商
复市的推进，青浦区部分线下超市门店开
放，迎来了回归后的首批顾客，附近防范
区居民纷纷来到超市购买生活物品，体验
边逛边买的乐趣。

永辉超市是青浦区第一批线下复市大
型商超之一。上午9点钟左右，记者在永
辉超市青浦宝龙店看到，市民均有序保持
两米线间隔，随手带着购物车、购物袋在
商场门口排成长队，经现场工作人员查验

“场所码”、出示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超市出入证有序入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为了减少人员聚集，超市入场处以

20人为一组分流人群，间隔进场，始终
保持店内人数200人左右。同时门店依托
食品安全云网，通过“一品一码”商品溯
源系统，在店内屏幕上公示食品产地、追
溯码等，让食品安全公开透明化，切实保
障食品安全。

位于青浦城区的家乐福吾悦广场
店，于 5月 18日开始恢复线下营业。记
者在现场看到，超市货架上各种调味
料、零食、水果等商品摆得满满当当，
散装蔬菜、水果等都已预先称重、打价
签、分装包好，节约顾客采购时间。现
场工作人员均身穿防护服，有的引导顾

客有序购物，有的及时打包补货。超市
内最吸引居民的还是蔬菜、水产和生鲜
柜台。除此以外，米面粮油等日常生活
物资也是市民采购的重点。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不少市民在购物
前，已经列好购物清单，做好购物路线规
划，尽量缩短购物时间。

接下来，青浦区将按照“有序放开、
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原则，
逐步推进“防范区”超市卖场、便利店、
药店、餐饮、电商平台等商贸网点有序恢
复线下营业，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
物资保障需求。

青浦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多家超市有序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