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 随着引擎的轰鸣声，一架架飞机划过天际渐行渐近。这里，是上海最繁忙的空中门户———浦东

国际机场。日前，经过连续两周“疫”线奋战，39名市总工会支援浦东机场顶岗工作组顺利完成

任务，即将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回归各自的家庭，但这段顶岗经历，已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

记忆，有自豪，更有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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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守门”：有自豪有感动
■劳动报记者 柴一森

他们用爱接力，
为“刚需”老人送上暖心饭

嘉兴路街道

“为老助餐”不打烊为强大祖国而自豪

连日来 ，上海疫情防控重点
国家从 4 个增至 6 个， 再增至 8
个 、14 个 、24 个 ， 来自市纪委监
委驻市总机关纪检监察组的高

原切身感受到浦东机场 “防输
入”的压力正不断增大。

“我们每天的接待人数也一
直在攀升 ， 其中 80%以上都是
华侨 、留学生和出境回国人员 。
这些人在国外也经历了当地的

防疫工作 ， 但当他们看到中国
的防疫举措和态度时 ， 感觉内
心才真正有了一份安全感 。 ”高
原说 。

3 月 11 日下午 ，两位从德国
归来的古稀老人，在排队等候海
关流行病调查的时候 ，不停地向
我们顶岗的工作人员竖起大拇

指。 “还是祖国好，防控工作做得
严实，在国外大多数人连口罩都
不戴，真令人担心啊！ ”老人的话
很朴实，却让高原和他的同伴们
备受鼓舞，为有个强大的祖国而
自豪。

冷静应对化解危机

3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许 ，指
挥部突然来电，信息登记后台出
现技术故障，如果长时间无法修
复 ，可能会出现旅客积压 ，场面
将变得难以控制。

了解情况后 ，职工技协党总
支书记、顶岗工作组临时党支部
书记竺敏， 沉默了几秒后说道 ，
“这里交给我们 ， 保证完成任
务！ ”放下电话，他马上吩咐组员
火速联系外场工作组成员寻求

增援，同时对工作流程进行临时
调整。

很快 ， 现场人员就兵分四
路 ，第一路值守前端 ，协助海关
流行病调查工作组做好人员分

流， 对扫码无法识别的旅客 ，引
导他们按次序排队；第二路与海
关流行病调查工作组进行沟通 ；
第三路负责调整离关布局 ，为后
续工作争取时间；第四路把守在

离关出口 ， 耐心向旅客做好解
释，力争取得谅解。

最终 ，在临时党支部的冷静
指挥下 ， 在组员们的齐心协力
下，顺利地完成了全部旅客的信
息填报工作，并且没有一名旅客
表达了不满。 “面对任务，我们态
度要硬 ，对待旅客 ，我们态度要
软。 ”竺敏说。

感动，无处不在

3 月 13 日一早 ，来自工人文
化宫的郭家豪收到这样一条短

信：“谢谢您， 孩子要麻烦您了，
感谢我们的祖国，我在这里向您
鞠躬致谢，在照顾好大家的同时
也要照顾好您自己。 ”几分钟后
他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之前曾帮
助过的一名孩子的家长。

3 月 12 日下午 ，一些航班陆
续抵沪，人群中一个六七岁模样
的小女孩引起郭家豪的注意。 他
走近女孩身边，耐心询问她有没
有同行的家人，在得知她是一个
人回国，家人都在接机大厅外等
候时 ， 细心的郭家豪拿出了手
机，拨通了女孩家人的电话。

“您好 ， 我是机场的工作人
员 ，您女儿已经下飞机了 ，在等
待出关，由于需要经过一定的防
疫程序 ，请耐心等候 。 ”放下电
话 ， 他帮助女孩填报了个人信
息 ， 又带着她做了流行病调查 ，
最后再指引出关。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不
值一提！ ” 郭家豪腼腆地笑了 ，
“但事后收到这样的短信 ， 内心
还是很受感动的，这是群众对我
们工作的认可 ， 再苦再累都值
得！ ”

防护服上的“诗人”

第一次穿上厚重的防护服 ，
让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副院长李

学兵对 “大白 ”这个角色有了全
新的认识。

“一穿到身上就头晕眼花 、
呼吸不畅，后来我想到那些在前
线的医护人员 ， 尤其是 ICU 的

的医护人员们， 和他们比起来 ，
我们这点苦算什么 。 ”幽默的李
学 兵 还 编 了 这 样 一 个 小 对

联———“头套鞋套顶天立地 ，口
罩眼罩纲举目张。 ”

在顶岗中 ，善于观察的他发
现， 那些从境外回来的旅客 ，在
路上经历了千辛万苦 、 种种等
待 ，内心都很焦虑 ，此时对工作
人员的一言一行会非常敏感 。
“我们的形象和语言是代表国家
的。 ”于是，如何让旅客在排队扫
码时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作为组
长的李学兵，又动起了脑筋。

“我们的背后是祖国 ”“欢迎
回国、欢迎回家”。防护服胸前背
后的空白处，成了顶岗干部们的
创作空间， 一句句温馨的话语 ，
化成浦东机场一股温馨的暖流 。
一次，李学兵碰上深夜从日本飞
来的航班，他借用杜耒的诗做了
下改造，“寒夜客来笑当酒，健康
扫码心更佳”， 没想到不少旅客
看到胸前的字都笑了，纷纷拿出
手机拍照留念。

敢和困难“硬碰硬”

最近 ，一些从西班牙 、英国 、
意大利等国家回来的旅客出现

咳嗽症状，甚至有人坦言吃过咳
嗽药。 这让不少顶岗干部心里萌
生了一丝担忧。

海鸥集团休旅总社副总经

理庄捷细心觉察到这份不安 ，工
作间隙， 他找来海关工作人员 ，
为大家做思想工作。 有组员问 ，
“这病毒会不会从衣服缝隙里钻
进去啊？ ”“我们配套的防护服是
最安全的，只要我们在穿着上按
规范操作， 是不会有问题的。 ”
你一言，我一语，话题聊开了，担
忧的情绪也慢慢被化解了。

“要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
的 ， 毕 竟 我 们 都 是 第 一 次 面
对。 ” 庄捷感慨地说，“我们组员
哪怕心里有担忧，但实际工作中
却没有半点退缩。 我们有时会交
流 ，什么是顶岗 ，就是面对困难
要敢于顶真碰硬、面对岗位要能
顶用，派上用场！ ”

———市总工会机关干部支援浦东机场隔离排查纪实

进货、 洗菜、 切配、烹
饪， 从早上 6 点一直忙碌
到 10 点，社区食堂的厨师
们终于将 40 余份刚出锅
的热菜热饭装盒， 送到送
餐员的手上。 拿到一份份
热饭，装入保温送餐车，送
餐员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

“接力”。
受疫情影响，许多小区

都采取了封闭式管理 ，送
餐员只能将饭菜送到老人

所在的小区门口，这时，值
守在小区里的居委干部和

志愿者们， 又完成了为老
助餐的最后一棒“接力”。

作为一位“接力者”，嘉

兴路街道恳业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助理刘苗告诉记

者： 居委工作在特殊时期
更是要为特殊老人 “托
底 ”，一定要做到 “白天看
到人，晚上看到灯”。 拿到
送餐员送来的饭菜， 刘苗
及其他居委干部和志愿者

们往往顾不上自己吃饭 ，
就将饭菜送上门。 “许多老
人自己进食也有难度 ，平
常可能子女或者保姆照顾

老人吃，隔离期间，大家没
法上门 ， 只有我们代劳
了。 ”刘苗说。

■劳动报记者 李佳敏

摄影 朱擎

目前，上海在机场等
地设立疫情检查点，对来
自疫情重点国家航班的

旅客施行检查和集中隔

离。 与浦东机场临近的
上海石油久华加油站启

动应急响应，开辟绿色通
道，为运送隔离人员的大
巴车及其他疫情特种车

辆优先加油，员工将车辆
引导至泵岛，助力车辆快
速执行防控任务。图为 3
月 22 日，运送入境旅客
的大巴车在久华加油站

加注柴油。
■摄影 王汝鹏

这 个初春有点“冷”，尽管不对外营业，在嘉兴路

街道社区食堂里，后厨依旧忙得热火朝天。这

些忙碌，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疫情期间，街道“为老助

餐”服务不断档。从厨师到送餐员，从居委干部到志愿

者，大家各司其职，用爱心接力，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

每一位“刚需”老人手中。

“我不回家过年了，因为工作岗位需要我。”

春节前， 街道就进行
了一次调查，有 40 余位老
人仍需假期送餐上门。 尽
管人数不多， 送餐服务标
准却不能降低。 为了让老
人吃饱吃好， 社区食堂春
节采取了 “不打烊 ”的方
式。 嘉兴路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李绮告诉记者 ： “有
承诺， 就要坚持把这项工
作做好。 ”没想到，春节遇
上疫情， 让服务难度又增

加许多。
嘉兴路街道社区食堂

项目经理李晓成说：“春节
留下的 5 个人成了唯一的
驻守力量。 ”厨师孙强虎就
是其中之一， 年前本来要
回安徽老家的他，为了 “为
老助餐”服务不停滞，主动
申请加班，疫情发生后，孙
强虎一时也回不去， 继续
“顶岗”， 想家了他只能通
过视频电话与亲人联系。

日夜守护，做到“白天看到人，晚上看到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