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笔疾书的医护人员、黑夜长
明的宁波市第七人民医院、就地入
睡的党员干部、搬运物资的红色志
愿者、有序排队的镇海市民……

昨天，一组名为“镇海加油”的
主题漫画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作者
是家住鄞州锦苑社区的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95后表情包女孩妮妮。

3年前，这个爱画画的女孩，
因创作了一组微信表情包“胖扎是
只独角兽”在网上走红，近5万人
为这个坚强的女孩点赞。

去年2月，疫情期间，妮妮创

作了一组公益表情包“小秃兔抗疫
胜利篇”，致敬一线抗疫英雄。

这次镇海出现疫情后，她花了
一周时间设计出“镇海加油”系列
主题漫画。

“看到鄞州团区委招募抗疫志
愿者储备的通知后，我第一时间报
名，成为线上宣传和舆情服务队的
一员。虽然我无法到一线助力抗
疫工作，但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手绘
漫画，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人
们带去加油和祝福。”妮妮说。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俞浩奇

镇海加油！
95后表情包女孩妮妮又“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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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甬上APP率先报
道了宁波一位特殊的“专车”司机
王伟的防疫故事，引起了媒体的广
泛关注。昨天中午，这名暖心司机
上了央视新闻直播间。

王伟以前是一名普通出租车
司机，如今成了鄞州区东柳街道
的“专车”司机。他开的可不是
普通的专车，而是应急医疗车，专
门接送辖区内需要集中隔离或在
居家隔离期间需要做核酸检测的
特殊“客人”。

每天7:00不到，王伟就开着
“专车”全副武装出门了，防护服、
口罩和手套，一样都不能少。每
天，东柳街道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
会不定时将相关信息发给王伟，他
需要自行联系并上门接送。他们

中有耄耋老人，有牙牙学语的孩
子，有的需送往集中隔离点，有的
需要就近做核酸检测……

从12月7日到14日，王伟已
经接送了166位特殊“客人”，基本
上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从
12月9日开始，因为需要转运的
人员太多，王伟的妻子跟着加入
了队伍，开上了“专车”。“每天6点
多出门，有时候要忙到凌晨。现在，
这样的司机不好找，老婆担心我身
体吃不消，就和我一起来开车。”王
伟说。

王伟是个暖心的专车司机，
车厢里放着一个“百宝箱”，里面
的物件五花八门，都是他自掏腰
包买的。有一次性口罩、额温枪、
免洗洗手液，有饼干、坚果等各类
小零食，还有杂志和绘本等，甚至
连玩具都有。

“万一有人没吃早饭可以吃
块饼干，等核酸检测的时候无聊
可以看看杂志，这些东西只要用
得上，我就心满意足了。”记者采
访他时，王伟正在核酸检测点等
居民。“我就盼着我这个‘专车’司
机能早点下岗，疫情能早点过
去！”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徐庭娴 陆婧楠

“我们开轻食店的，其他忙也帮
不上，但做点心是我们擅长的，所以
我们就来了。”

昨天中午12点30分，在大榭经
营轻食店的胡女士跟朋友一起，将3
大袋共计218个“鞋底饼”送到镇海
卡口，给在卡口执勤的民警和志愿者

“暖暖心”。
据了解，这已经是胡女士第二次

前往卡口送点心了。
“老板娘，今天怎么没有接单？”

12月14日一早，胡女士经营的轻食
店员工上班后发现店里的氛围和平
时不太一样。

而此时，胡女士和合伙人早已在
厨房忙开了。她们要做160个包子
送到镇海卡口去。

“这次疫情暴发后，我们一直想
着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胡女士说，

“这几天看新闻，坚守在抗疫一线的
工作人员太辛苦了。和他们比起来，

我们少接几单生意，算不了什么。”
在将冒着热气的包子送到镇海

卡口后，胡女士备受震撼：“当时陪我
们到卡口的街道的同志，嗓子都已经
哑了，还在坚持工作，不知道她家里
的孩子已经有多少天没有看到妈妈
了。”

“在卡口执勤的民警也很辛苦，
深夜累了困了，只能轮流在警车里打
个盹。”胡女士说。

此情此景，更加坚定了胡女士和
合伙人“做点什么”的决心。从卡口回
来后，胡女士和合伙人顾不上休息，
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赶制了218
个“鞋底饼”，又于昨天送往镇海。

在得知她们的爱心之举后，一些
老顾客自发前往店里帮忙，还有一位
微信名为“悦”的顾客，更是转账
1200元，委托她们再帮忙做400个

“鞋底饼”送往镇海。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陈姣

12月 6日凌晨，当大多数人都
还在梦乡中，仅与高新区一江之隔的
镇海突发新冠疫情。自当天清晨高
新区聚贤街道聚贤、翔云、广贤、菁华
4个社区接到上级指令起，70名社工
迅速行动，投入到这场战“疫”中，守
护着3万余名居民的平安。

不放过任何一个薄弱环节

在广贤社区，书记朱燕眼里充着
血丝。但她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社区
还有各种工作在等着她。从小区进
出到上门排查、从物资供应到心理疏
导、从卫生检疫到应急处置……社工
们陪同医护人员挨家挨户上门为居
家隔离的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广贤社区有4个住宅小区、9个
公寓，面积大、范围广。面对复杂的
辖区环境，她只能带领15名社工日
夜忙碌，守严守牢社区这道防线。“社
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关键防线。”这是
朱燕始终记在心里的一句话。

广贤社区是商贸楼宇较多的辖
区，很多企业员工在单位点外卖，一
些外卖送餐员不按照大门路线走，总
会另辟蹊径——损坏绿植绕过查码、
测温，踩出一条小道，再送餐至商贸
楼宇……这种情况屡禁不止，致使送
餐员纷纷效仿，从而无法达到防疫管
控的效果。

一筹莫展之际，朱燕只能动员高
新区派出所联合执法，并和物业负责
人、美团饿了么外卖点位负责人相互
配合，通过采取上传系统、识别人员、
警告、宣传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
制了这种行为，使小门管控起到了强
有力的效果。

面对记者的采访，疲惫的她摆摆
手：“虽然每天的工作量不小，但与医
护工作者的危险程度和辛苦相比，又

算得了什么？”

机不离手，不喊一声累

除了广贤社区，其他社区的防疫
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在菁华社区，为了及时、准确、高
效地完成人员摸排任务，社工们顾不
上吃一口热饭，不是在电脑上收集人
员来往资料，就是在进行电话沟通，
往往等到有了喘口气的时间才发现
手边的泡面已经冷却，匆匆扒两口面
条又投入到了工作中。

在翔云社区，社工们在紧张核
实系统下发的疫情消息的间隙，仍
高效快捷地为络绎不绝来办理甬
行证的老年人服务。“这几天我们
网格员都是机不离手，固定电话、
工作手机、微信、浙政钉等铃声不
停地响起，没有停歇过。”即使工作
是这么的紧凑和忙碌，社工们表
示，疫情期间，能够给予居民最大
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捷就是他们
最大的心愿。

在聚贤社区，社工们或反复上下
高层建筑，为居家隔离的居民安装门
禁系统；或扎根办公室积极推进摸排
工作有序准确推进；或和志愿者、物
业配合在各个小区门岗处测温查码
工作。所有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
不说一声苦，不喊一声累。

镇海疫情发生以来，聚贤街道
各社区的社工们自愿放弃双休日，
工作日也是加班加点。因为他们知
道，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神经末梢，它
的灵敏度决定着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的顺利与否，直接牵动着整个防控
工作的脉搏。疫情面前，他们主动
实行“5+2、白+黑”的工作模式，众
志成城，构筑起联防联控、克敌制胜
的铜墙铁壁。

记者 陶倪 胡琦 通讯员 李红

车里放着“百宝箱”，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

鄞州这名“专车”司机上央视了

为给在镇海卡口执勤的民警和志愿者送食物

这家轻食店突然不接单了

与时间赛跑，守严守牢社区这道防线

这些社工“5+2、白+黑”工作

央视新闻频道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