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天 3夜，镇海区蛟川街道五里牌社
区及合作社的 11 位工作人员与前来支援
的人们一起，昼夜奋战，安全转移 4466
人，筑起了一道疫情防扩散、防外溢的
壁垒。

一个多月前，生活在五里牌的人
们，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孩童，他
们顾全大局，无惧牺牲，在寒冷的深夜
告别社区，在阳光铺满大地的时候重返
家园；他们与冲锋在一线的逆行者，合
力写下了抗疫防疫的壮丽篇章。

这一切，终将被历史铭记。
——题记

往后的岁月里，面对五里牌的居民
们，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丽萍一定会不时
回想起 2021 年 12 月 6 日那个下午。4000
多名居民排队从前王、河东堰、西港等
地出发，缓慢向前行进，一步一步地会
聚到位于三坟头网格的小广场上等候核
酸检测。从小在这里生活的她，从来没
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那 时 的 五 里 牌 还 是 一 片 市 井 的 喧
嚣。2000 年，镇海区蛟川街道五里牌村
实施“村改居”，社区 500 个常住人口，
和来自四川、安徽、湖南、河南、贵州
等地的 4000 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在
这个南北不足 450 米、东西不足 317 米的
弹丸之地。与众多城中村一样，这里的
楼房、平房和厂房，高高低低，沿着连
会车都要停下等待的街巷排开。每天下
班 时 分 ， 这 里 车 水 马 龙 ， 电 动 车 喇 叭
声、炉火上锅铲的碰撞声、小孩子的嬉
闹和大人的呵斥声，交织在一起，在喧
腾中结束一天的忙碌。

从所住的港道路 301 号四楼俯瞰，镇
海区实验小学的沈晓宇老师看见港道路
边那爿 10 平方米不到的水果店里，老板
一边娴熟地忙着给苹果称重，一边笑嘻
嘻地接过钱。同一条街上的达州面馆、
水煮鱼、卤味店等餐馆，还有烟杂店里
的顾客进进出出。

然而，预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
了——

2021 年 12 月 6 日，宁波市镇海区报
告 3 例新冠核酸检测阳性。

疫情，不期而至

6 日凌晨 4 时，五里牌社区党支部书
记张丽萍就赶到了社区，安排社工们布
置点位，准备第一轮核酸检测。五里牌
距离第一例新冠检测阳性病例所在的临
江小区直线距离 840 米，情势严峻。

此时，临江小区已经封控。当天是
星期一，从凌晨 5 时 20 分接到学校在家
待命的通知，直到下午 4 时 59 分，沈晓
宇仍没有接到到校上课的回复。风险近
在 咫 尺 。 妈 妈 想 下 楼 ， 沈 晓 宇 厉 声 劝
阻：“不要下去！”他从没这么大声和妈
妈说过话。比这更急的是，沈晓宇带毕
业班，教六年级语文。这下孩子们读书
可怎么办？

位于五里牌社区入口、镇宁东路路
南的宁波健升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内，下
午 4 时 30 分，机床已全部停转。公司负
责人章健生赶紧布置，食堂里储备的油
米和蔬菜，请大家各自带一些回家。在
他手里还有急着交货的订单，“10 个批次
的大型机械配件，总价有 300 多万元。”

住在方兴鞋厂职工宿舍三楼的张朝
安来自重庆云阳，来镇海快 20 年了，从
来没有这样担心过。“社区说让居家隔
离，听着就难受。”他发现家里还有蔬
菜，但是液化气罐里的气已经不多了。
天还没亮就去排队做核酸，他是第二名。

“4 人确诊！”
12 月 7 日下午 4 时，张丽萍的内心掀

起巨大的波澜。第一轮新冠核酸筛查报
告出来，五里牌社区发现 4 例阳性。

得知确诊名单后，社工周文愣了愣
神。第一例和第二例患者是一对夫妻，
住在西港网格，而周文正是这个网格的
网格长。她清楚地记得，这对夫妻住在
一个丁字路口旁，过往人多。

警铃大响，没有时间发呆了。
社区已封控，张丽萍赶紧让社工分

头封锁阳性病例住所周边，不让其他试
图围观的居民靠近，然后配合疾控工作
人员做好流调，确诊病例转移治疗。确
诊病例在社区的亲朋好友有谁？平时在
哪个范围走动？周边邻居有哪些？社工
们根据辖区居民底册，结合平日走访了
解情况，开始了密集排查。

随着核酸检测的进一步跟进，又有
新的阳性病例出现。

10 个社工一个个成了“陀螺”。一边
要组织居民做好日常的核酸检测，一边
要劝导居民居家隔离；一边紧急筛查密
接 者 和 次 密 接 者 ， 一 边 配 送 肉 菜 、 药
物，还要每天肩扛 50 多次液化气罐。

对社工来说，日行三万步是常态，
脚底起泡是“标配”。

社工们白天身着防护服，为了减少
上厕所的频率，几乎不喝水；晚上都是
和 衣 而 眠 ， 方 便 随 时 起 身 。 所 谓 的 休

息，也就是十几分钟眯一会儿。
12 月 7 日晚，根据前期排查，街道

和社区组织对 53 名密接者和次密接者进
行转移，将他们转移到集中隔离点。等
到最后一名转运居民登上大巴时，已是 8
日凌晨。五里牌的居民们发现，张丽萍
的嗓子已经发不出声了。

暂 时 转 移 了 一 批 密 接 者 和 次 密 接
者，机关干部志愿者、街道干部们陆续
进驻社区，形势依然严峻。

五 里 牌 社 区 0.142 平 方 公 里 的 区 域
内，分布着 2700 多间老旧平房，条件简
陋，大都没有独立卫生间，租住在此的务
工人员只能去公共厕所，而公厕正是疫情
传播的重要风险点。这样的条件居家隔
离，给阻断病毒传播带来了潜在风险。

12 月 10 日，蛟川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姚晔进驻五里牌社区。他的上一个战场
是首例阳性确诊病例所在的临江小区。
姚晔理顺临江小区各条线运作机制，确
保防疫走上正轨后，马不停蹄地来到这
个新战场。

大转移，势在必行

12 月 11 日，镇海全区累计新冠病例
已达 30 例。

当天下午 4 时，蛟川街道召开紧急会
议，传达市、区决定，鉴于五里牌人口
密集，达不到防疫居家隔离要求，经过
周密考量，最终决定，连夜开展社区人
员大转移，在人员离开后，再实行严格
的终末消毒。

四五千人要转移，谈何容易？在社
区工作 34 个年头的胡舜颐，从来没遇到
这么严峻的情况。他说，村里的一位老
人 80 多岁了，上一次离开五里牌村，还
是解放前逃荒。

“去哪里啊？去多长时间？”
“天天吃药的怎么办？”
“我人可以转移，家里的花花草草、

鸡鸭猫狗怎么办？”
“昨天买的食材，回来坏掉了怎么

办？”
最难的还是那些常年卧病在床的老

人们。
对于沈晓宇来说，转移后的居住条

件倒在其次，他放不下毕业班的 45 个学
生。他在五里牌的家中上网课，孩子们
刚刚习惯，转移后有网络吗？

而张丽萍听到转移命令的第一反应
则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只要社区居民大转移，就不会出现大范
围聚集性的人传人了。

由于外来人口是常住人口的数倍，
2007 年夏天，五里牌社区将原先的流动
人口分片，划分为前王、西港等 6 个网
格，网格长由社工担任，老党员、志愿
者担任网格员，这样网格长、网格员对
家家户户的大事小事心里就有个数。

街道的领导干部、社区工作者、志
愿者全部编入 6 个网格，网格长带队，按
照梳理的名单，挨家挨户上门解释、告
知转移事宜。

一名网格长因被封控在临江小区，
居委会副主任盛佳峰火速顶上。小喇叭
声、敲门声、脚步声⋯⋯叠在一起，仿
佛急行军号令，让五里牌社区上下动了
起来。

接到电话通知，已是晚上 8 时。这么
大规模的转移任务，蛟川派出所所长高
红军从警 20 年还是第一次遇上。

但是时间已经不允许多想，他紧急

指派 80 名警力，兵分两路，火速前往。
60 人上门排查、劝导转移，20 人维持转
移秩序。

与平时工作不同，大家都穿着防护
服，虽然有人后背上写着姓名，但一到
晚 上 ， 根 本 看 不 出 来 ， 大 家 稍 微 一 走
远，就认不清谁是谁。这也给转移工作
带来极大麻烦。

“黄阿姐，晚上需要紧急转移。你赶
紧去隔壁把老太太叫醒，把贵重物品、
生活必需品、身份证收拾好。别忘了把
老人的药也带上。对了，戴上口罩，多
穿点衣服。还有，手机、充电器之类的
也要带着，保持联系！”周文一边赶着
路，一边拨通了居民黄桂君的手机。

听完电话，黄桂君马上起身去敲母
亲楼文朵的房门。楼阿姨今年 70 岁，患
有心脏病。老伴前两天已经被转移到隔
离点，这让她也有些紧张。考虑到老人
的身体状况，周文事先跟黄桂君打了招
呼，让她保持手机 24 小时开机，有紧急
情况先通知她。

楼阿姨平日里爱较真，经常给社区
工作挑刺：“你们这个地没扫干净”“这
边 的 卫 生 还 没 搞 好 ” ⋯⋯ 周 文 有 些 担
忧，能否顺利说服老人暂时离家。

“怎么选在大晚上啊？白天走不行
吗？”楼阿姨问。

“情况比较紧急，我们都不希望病毒
再传染居民，越快转移就越安全。”周文
说。

出乎她的意料，这次楼阿姨没再多
说一句话，由黄桂君搀着出了家门，在
夜色中融进了转移的大部队。

一位 96 岁的老婆婆隔壁的出租房内
有确诊病例，虽然婆婆生活尚能自理，
但深夜转移，张丽萍还是有所顾虑。她
拨通了老人女儿的电话，说明情况后，
女儿同意老人转移。“阿姨，别害怕，临
时去外边住几天，吃的住的都有，把药
带好，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张丽萍一
边帮老人收拾行李，一边安抚情绪。

6 位网格长，即使最新到岗的，也已
在五里牌社区工作三年，网格内九成以
上的居民他们都认识、熟悉。得益平时
网 格 工 作 的 细 致 ， 从 前 期 的 病 例 到 密
接、次密接人员结构，到房号房间，拿
着底册一户一户核实，为大转移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

4天3夜，转移4466人

网格长登门后，基本上三两句话就
能让居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争取
到大家的积极配合。

居民们走出家门，由工作人员引导
分批次带到主路，然后排着队，到大路
口，依次坐上转移的大巴。

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提前对接的 80
多辆大巴，分批次赶往蛟川，此时的宁
镇公路上，30 多辆大巴排成了长龙。

来自宁波外事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
驾驶员冯均江，身着全套防护服，盯着
前车的车尾，看不到自己排在第几位，
按照调度，一点点地往前移动。

这不是冯均江第一次参与疫情转运
工作。之前，他接过入境人员，也接过
国内其他城市过来的旅客，但五里牌社
区这样短时间内大规模转移，还是第一
次。

前面的车子开走，轮到他了。居民
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上车。为保持
间距，单排座位只坐一人。待人员全部

核实，隔离点对接完毕，冯均江关上车
门，踩上油门出发。因转移人数多，每
辆 大 巴 前 往 的 目 的 地 都 不 相 同 ， 这 一
晚，他要去的是鄞州区的隔离点。一路
上很安静，没有人说话。“我能理解，遇
上 这 样 的 事 ， 大 家 都 需 要 时 间 独 自 消
化。”他说。

夜间气温只有 8 摄氏度，居民源源不
断地从社区里走出来、上车，全程没有
喧哗，甚至没有声响。6 天了，张丽萍和
社工们一天只睡一个小时，没有在饭点
按时吃过一次饭，劳累、饥饿，极大地
挑战着大家的生理极限。

张丽萍在路边，向前看看望不到边
的大巴，向后看看原本灯火闪烁的家家
户户变成漆黑一片，再看看眼前这样无
声的配合，一股热流涌上眼眶，“我们的
居民太好了，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从 12 月 11 日晚到 12 日凌晨 5 时，首
批 2125 人转移完毕。

这一天，又是新一轮核酸检测的日
子。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们
一夜无眠，立马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天
啥时候亮的，大家浑然不觉。

12 月 12 日晚上，第二批次 900 余人
顺利转运完毕。

此时，社区半数以上的居民已经转
移。

截至 12 日晚，镇海区报告的 44 例病
例中，五里牌社区已增至 11 例。

13 日 12 时 ， 蛟 川 街 道 接 到 上 级 指
令，要将五里牌社区剩余的居民转移出
来。会议开到下午 2 时才做好方案。

决定是艰难的。
又要安置这么多人，已经没有太多

的资源，工作量是巨大的。但是大家认
为，前期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今后无论
多么难，为了尽快阻断传播链条，再次
动员居民们出来，这样才能确保大家的
安全。

12 月 13 日晚上 7 时 20 分，沈晓宇接
到了转移的通知。8 时出门，沈晓宇一阵
手忙脚乱，把生活用品打包装到行李箱
里，拉上拉锁，又想起来没带上网课的
笔记本；再次拉好拉锁，又想起来没带
换洗的衣服和剃须刀。

起初，一些邻居还半信半疑，“大家
快出来，去楼下集合了。”听到社工用喇
叭喊，看到已经有人陆续下楼，大伙才
赶紧回屋收拾东西。

人与人间隔一米，沈晓宇特地戴了
两层口罩，下楼排队的时候，他已经看
不到队尾了。

12 月 13 日晚上，第三批次 1400 人转
移完毕。

12 月 14 日上午，最后转运 33 人。这
些人群中，有中风瘫痪在床的老人，有
腿脚不便靠轮椅行动的老人。

4 天 3 夜，蛟川街道五里牌社区及合
作社的 11 位工作人员与前来支援的人们
一起，昼夜奋战，安全转移 4466 人，他们分
别被送往区内和区外的近 60 个隔离点。

五里牌，我们回来了！

12 月 13 日上午，张丽萍一个人按照
之前习惯的路线，又一次“扫街”。她从
社 区 出 发 ， 途 经 三 坟 头 网 格 到 西 港 网
格，再从西港到前王、田中央。此前经
过两个晚上的转移，社区留下的居民已
不到一半，社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没有了讲话声，没有了欢笑声，没有了
电 动 车 的 喇 叭 声 。 房 子 依 然 是 这 些 房

子，一下子空了许多。一种恍如隔世的
失落感从张丽萍心底涌起。

日头升高，张丽萍巡了一圈，从田
中央来到了河东堰，抬头一看，竟不由
自主地走到了爸妈的家门口。

父 亲 78 岁 ， 身 体 还 健 朗 ； 母 亲 75
岁，患有心脏病，每天要吃药。从 6 日开
始 ， 张 丽 萍 没 有 跟 家 里 人 通 过 一 次 电
话，亲朋好友发来的微信提示的小“+”
号标有 1000 多条，也没有时间回复，全
靠姐姐帮忙照应父母。

这些天她都没来看过父母，也不知
道他们物资缺不缺，药够不够。“作为女
儿，我很不称职。”张丽萍远远地站在家
门口，任由眼泪流淌。

天天接触那么多人，张丽萍不敢敲
门，她摸出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两位老人赶紧来到门口，走向女儿。
张 丽 萍 用 手 制 止 了 他 们 前 进 的 步

伐，让他们与自己保持着两三米的距离。
“丽萍啊，你辛苦了，你还好吗？吃

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听到母亲的声
音，这些天强忍的泪水再一次汹涌而出。

她 很 想 告 诉 双 亲 ， 她 其 实 吃 得 不
好，因为吃不下；也睡得不好，因为没
有时间躺下。

10 日那天全员检测核酸，瞿亚芳、
李秋燕、胡董芸等社区的 10 位小伙伴跟
着她，从凌晨一直忙到第二天中午，都
没吃上一口热饭，她感到自己很没用。

好在有口罩、面屏，可以挡住失控
的神情。

稳住情绪后，张丽萍告诉父母转移
注意事项，特别叮嘱母亲带好药。

“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丽萍，
你是社区领头人，一定要照顾好大家。”
母亲反过来安慰她。

当天晚上，张丽萍在转移队伍中再
次见到了父母，简单照面后，她又回到
了自己的工作队伍中。

待转移工作全部结束，张丽萍终于
有了久违的踏实感。“大规模转移，最大
程度地消除了疫情在社区密集居住区内
扩散的可能。”

姚晔依然没有停下来，撤出五里牌
社区后，他又赶往防疫物资仓库建设现
场，坐镇下一轮防疫战场。

12 月 16 日晚，宁波市召开新闻发布
会，称镇海区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防扩
散、防外溢的阶段性成果。

12 月 17 日，张丽萍和大部分社工也
被转移至集中隔离点。徐瑛等 3 名社工留
了下来，和街道安排的安保人员一起，继
续日夜驻守，看护着人去楼空的社区，并
配合疾控人员对社区进行全面消杀。

由于居民们都走得急，很多家中的
猫、狗以及圈养的鸡鸭无人照看。留下
来的几位社工，除了日常“巡逻”外，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投喂 50 多户居民家里
的这些小动物。

有的居民留下了钥匙，社工可以开
门 取 饲 料 或 备 用 的 食 物 ， 投 喂 比 较 方
便。但大部分居民家锁着门，狗散养在
院子里。

陈利定今年 56 岁，是社工队伍中年
纪 最 大 的 一 位 。 出 门 时 ， 他 就 扛 着 梯
子，爬上爬下，还得小心翼翼避开居民
为防盗插在墙头的碎玻璃。

经过几天的接触，社工顾嘉醇和这
些小动物混熟了，戏称自己成了动物饲
养员。

在社区抗疫的这些天，周文的手机
每天都有上千条信息和电话，来到隔离
点后，周文的手机依然没有停歇，有子
女打听父母在隔离点情况的，有隔离点
的居民询问隔离期的。周文抽空拨通了
黄 桂 君 的 电 话 ， 想 问 一 下 楼 阿 姨 的 情
况。电话那头，周文清晰地听到老人家
对她说了声“谢谢”。

回想起来，从 6 日出门，周文就再没
见过女儿。丈夫在杭州上班，她只能让
父母帮忙照看女儿。上初一的女儿表现
得比她想象的要懂事，认真上网课，做作
业，和爸妈相约平平安安在 2022 年相见。

12 月 26 日上午 8 时，蛟川街道解封
的第二天，健升机械的车间内隆隆声四
起，章健生正忙着给 60 多位工人兄弟核
算工资，“生产停工，工资不能耽误。”

11 时，回到五里牌的区实验小学教
师沈晓宇，拍了几张港道路的照片，又
到 风 景 九 园 那 边 的 理 发 店 新 剪 了 个 头
发，准备重返校园，“毕业班的孩子们，
久违了。”

下 午 ， 重 庆 云 阳 的 张 朝 安 结 束 隔
离，从五里牌社区大门下车，大步从铺
满阳光的大路迎面走来：“感谢五里牌，
感谢蛟川。”

在社区门口，社工顾嘉醇拿着居民
送来的锦旗，兴奋地说：“解封是给我的
最好礼物。”

张丽萍迎着一批批从不同隔离点回
来的居民，不停地挥手：“欢迎回来，欢
迎回家。”

最早转移在 2021 年 12 月 7 日深夜，
最晚回家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白天，一言
难尽的 24 个日日夜夜。

五里牌，我们回来了！这里尽管略
显凌乱、嘈杂，可毕竟是我们的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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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3夜,4466人大转移
——镇海区五里牌社区防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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