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号专线”，是宁波市疫情期间专
门针对诊疗定点医院、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疑似疫情感染人员所居住小区的
收运专线，承载着隔绝病毒通过生活垃
圾向外传播的艰巨使命。“5号专线”实
行定车定人定时的工作方式，收运人员
与收运车辆绑定，且不与其他收运车辆、
路线产生交集，所收垃圾直接运往生活
垃圾焚烧厂，在专门的焚烧点位进行处
理。今天，就让我们听听来自这条特殊

“战线”的声音。
“今天我们蛟川街道的封控区域包

括临江小区、风景九园、临江新苑、五里

牌村、虹桥新村、甬记公寓、阿尔卑斯宿
舍、青藤艺宿隔离点，各点位上的生活垃
圾，都由我们‘5号专线’运运。”蛟川街
道环卫站负责人表示，“我们除了清运

‘5号专线’的垃圾以外，还负责驾驶运
输车辆输送居民需要的净菜及防疫需要
的物资，每天从凌晨3点开始一直工作
到晚上12点以后，有时候24小时连轴
转。当然驾驶员的休息时间是要保证
的，其他工作人员就要坚持了。”

在12月6日蛟川街道确诊3名新冠
病毒感染者后，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
活垃圾分类指导中心的指导下，镇海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时间启动了“5号
专线”，作为蛟川街道的生活垃圾收运单
位，蛟川环卫站肩负起了保证隔离区域
生活垃圾绝不外流的重任。

在“5号专线”工作人员全天候的艰
苦努力下，镇海区隔离点位的生活垃圾实
现了区内专门收运，专门运输，专门处置
的闭环管理，同时做到垃圾日产日清，牢
牢锁住生活垃圾收运防疫的第一条防线。

“对于‘5号专线’的收运人员，我们
的防护标准是最高的，要求工作人员佩
戴N95口罩，橡胶手套、护目镜、工作
鞋、穿连体防护服，袖口必须扎紧。这一

身透气性比较差，收运人员还需要拖动
沉重的垃圾桶，并且收运前后都需要给
垃圾桶消毒，垃圾装运后还需要给车辆
消毒，所以往往收运完一个点位就是一
身汗。”市生活生活垃圾分类指导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

因为早出晚归，所以我们往往很难
看到“5号专线”收运员的身影，但是身
着白色防护服的他们，犹如一群看不见
的“白衣天使”，用他们的汗水和坚持，默
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吴秉承 陈远洋 林微波

奔波在“5号专线”的收运员
是特殊的“白衣天使”

开门理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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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是蛟川街道青枫社区的工作人
员严思懿入职一周的日子。上周一之前，这位
98年出生的年轻社区工作者从没想到过，她的
第一份工作竟然会如此“戏剧性”地开始。

今年7月，严思懿大学毕业，因为是土
生土长的镇海骆驼人，就打算回家工作。9
月，她报名参加社工考试。通过一系列的考
核，她成为了蛟川街道青枫社区的社工。

12月6日是她第一天上岗的日子。一
大清早，严思懿就收到社区党委书记发来的
微信：“小严，速来！”严思懿还以为是书记要
找她入职谈话。

到了办公室，她才知道镇海出现了新冠
确诊病例，病例所在的小区就在他们街道。
严思懿说，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情，当时内心反而有点好奇。

下午5点，蛟川街道开始全员核酸采
样。这时候，严思懿感觉有点紧张了：“身边
其他社工老师，都在为准备工作而忙碌，我
一下子有点找不到方向。”

一直到夜里11点半，核酸采样完成。
当晚，书记特意找了严思懿，要求她和其他
社工一样，晚上留在社区待命，不能回家。
得知这一消息后，严思懿差点哭了：“毕竟是
上班第一天，确实有些没适应。”师傅海燕姐
只能安慰小严说：“没事，有我们呢！”

在过去的七天里，严思懿的主要工作就
是统计物资、运输物资以及送菜送药，为此，
她和师傅打趣：“我们不是在做核酸的路上，
就是在送物资的路上。”而师傅海燕也评价
她，短短七天，小严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

每两天，严思懿要给社区的居民送一次
菜。“这是由政府统一采购的，我们每个人负
责五幢楼，一共40户人家。”同时，严思懿和
其他社工也要在社区网格群里进行接龙统
计，有些老人家的高血压药要见底了，有些
人家则需要额外的调味品等，针对这些个性
化要求，严思懿他们再联系供应商订货，尽
可能满足居民们要求。

“都是一些很杂很碎，但又是不能少的
工作。”严思懿说，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回家，
但是她师傅，还有社区书记都待她和女儿一
般，“他们很照顾我，会教我做一些事情，我
也习惯了。”

一周下来，严思懿发现自己的行动越来
越迅速，热情也越来越高涨。她说：“疫情总
会过去，而当下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们就
做好眼前的服务，尽可能地安排好居民的吃
穿，还有他们的健康。”

从不知所措到越来越熟练
社工新人的这七天

12月13日晚上7点多，在蛟
川街道青枫雅苑小区的大门口，
青枫社区党委书记戚贺杰和党委
副书记谢忠艳一起，把椅子当成
桌子，蹲在门口吃着晚饭。寒风
瑟瑟，盒饭早已冰凉，但他们两人
却吃得“津津有味”。

从12月6日开始，戚贺杰就准
备了一张躺椅，把办公室当成了自己
临时的家，睡了几天，腰实在受不了，
干脆铺一个垫子在地板上睡觉了。

“现在社区就是我们的家，好
些人几天没洗澡没睡个安稳觉
了，有个居民知道后，特意跑到社

区跟我说，让我们去他家里洗澡
休息，我真的很感动。”言语间，戚
贺杰有些哽咽，“其实很多居民都
是理解我们的，看到我们社区这
么多工作人员每天守在抗疫一线
的不易，有他们的理解和关心，再
累再苦我们也值得。”

“社区有事，咱必须顶上”
他们用责任和担当筑起基层防疫安全线

“‘逆风而行’迎着晨光等待黎明，看着你们一个个不分白天黑夜抗疫……为你们感到自豪，加油
临江，加油蛟川，加油镇海！”12月 12日0点25分，镇海蛟川街道临江社区党总支书记胡维君在朋友
圈写下的这段话，说出了众多社区工作者的一线防疫的状态，也让许多人的心海泛起了涟漪，是他们
用责任和担当筑起了一道基层防疫安全线。

“怎么办，去集中隔离会不会
很危险哟？”

“不要着急，集中隔离不代表
一定感染了，就是换了一个地方，
医生也都很好的，你放宽心。”

疫情发生后，蛟川街道东信
路社区“90后”社工张莉每天都能
接到居民们打来的各种电话，当
有居民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她

要变身心理咨询师，耐心开导。
在东信路社区，张莉的电话

几乎就没有放下过，而她所做的
工作正是疫情联络员，承担着上
情下达、下情上报和各项疫情数
据的统计汇总工作。

繁琐的事务、毫无规律的作
息、超强的工作强度……让这个

“90 后”女生一谈及父母，就仿

佛触碰到了内心最柔软的地
方。“前几天爸爸给我打了个电
话，当时太忙了就给挂了。后来
还是妈妈告诉我，他们都很担心
我。”张莉回想起来有些后悔，却
非常坚定地说，“社区有事，咱必
须顶上。”

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王姿添 郭力

蹲在小区门口吃盒饭的“守门书记”

疫情防控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蛟川街道镇电社区党委委员、
居委会副主任郑碧莹每天挺着个

“大肚子”，奔走在单元楼之间，这
位准妈妈心里想的都是居民。

“各位居民请在疫情期间戴好
口罩，非必要不出门。”12月12日

中午，郑碧莹匆匆吃完饭，拿起喇
叭开始巡逻，眼下最紧急的就是要
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疫情扩散，
她知道她必须要和时间赛跑。

喇叭一遍遍地重复，她也一
遍遍地劝导着居民尽量不要在外
逗留。在这期间，电话一个接一

个地打进她的手机，无论电话那
头是什么声音，她总是保持冷静
和耐心。“一天有上百个电话打进
来。面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
力，咬咬牙也要坚持。”郑碧莹感
叹，能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这应
该也是给孩子最好的胎教。

怀孕准妈妈的“特殊胎教”

开导居民的“90后”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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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贺杰（右一）蹲在地上吃晚饭。郑碧莹挺着大肚子坚守抗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