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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宁波疫情再起，这座城正
按它的节奏静下来，慢下去。

这段时间，我们普通人能做些
什么？戴口罩，做核酸，一米线，耐
心地回答每一句流调溯源问询，积
极遵循每一个管控安排，这些都是
我们能做且应做的。

但请相信，即便是普通人，我们
的能量也绝不至此。在非必要不出
门的日子里，我们每个小家可以行
动起来，可以用画笔定格大爱无私，
可以用歌声擂响抗疫战鼓，又或是
用诗文凝聚全民士气。以“艺”抗

疫，“艺”来疫去！
即日起，甬上 APP 向全城征

集各类文艺作品。作品内容可以
是传播科学防疫知识，原创抗疫
歌曲，寄语“三区”同胞祝福，记录
隔离的点滴时光，讲述抗疫感人
故事，分享与疫情有关的感触感
悟等。

作品题材不限，形式包含绘画、
书法、海报、手工制作、歌曲等，以图
片和短视频形式上传即可。

参与方式：
此次征集的投送、展示平台设

在甬上APP，根据以下步骤即可上
传作品。

步骤1：下载甬上APP，安装并
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好。

步骤2：打开甬上APP，点击页
面下方中间的【+】按钮，点击【图
文】或【视频】。

步骤 3：在话题栏选择“#以艺
抗疫#”，并输入标题。

步骤4：在正文区填入内容，选
择图片或视频上传。

步骤5：点击右上角发布。
记者 王心怡

炎炎烈日下站在室外
化身守门员、扫码员，晚上
9 点回到办公室当起流调
员，天色未亮拖着音响充当
喊楼员……

这两天，一组“走心”的
Q版漫画出现在不少人的
朋友圈。作者是北仑区春
晓街道的一名 90 后社工，
她手绘的每一个“角色”都
是自己所经历的。防疫期
间，基层社工恨不得长出
“三头六臂”的心情和真实
场景，引来不少人共鸣。

结束隔离
她留下一封
感谢信“表白”

“我是殷家花园小区居民，这次
疫情发生得很突然，我居住的小区
一夜之间因一例阳性病例被封闭，
部分居民被送往酒店集中隔离，我
很庆幸能在这里开始一段特别的隔
离生活……”4月17日晚，鄞州区东
吴镇集中隔离点收到了一封来自

“住客”的感谢信，感谢隔离期间工
作人员细致周到的服务，还特意留
下了600元爱心款。

这名“住客”姓陈，家住鄞州潘
火街道殷家花园小区，4月3日放假
就到东吴“度假”。没想到4月5日
殷家花园小区发现确诊病例，她第
一时间向当时所处的东吴镇凤鸣社
区报备，当晚进入东吴镇集中隔离
点。

感谢信是手写的，字迹娟秀。
陈女士在信中说，隔离酒店优美的
环境中和整洁的房间让她很快就放
下了起初的焦虑和不安。隔离期
间，每天看到工作人员穿着厚重的
防护服前来测量体温、检测核酸，还
把热气腾腾的饭菜准时送到房间门
口，门口的垃圾收拾得一干二净，还
在微信群里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各
类疑问、安抚情绪，让她有一种“宾
至如归”的感觉。

“每一次打开饭盒，看到荤素搭
配的饭菜，真是百感交集。此时此
刻，怎一个‘谢’字表达得了？”陈女
士的“表白”，把集中隔离点的工作
人员感动了。

本轮疫情，东吴镇第一时间组
建“隔离专班”，由1名镇党委班子
成员挂帅，长期进驻隔离点，统筹协
调相关事宜，并从镇机关干部和卫
生院、派出所、安保单位等抽掉16
名精干力量，安排了两辆专用车
辆。据悉，东吴镇集中隔离点先后
接待相关密接和次密接人员近200
人次。

大疫当前，东吴辖区企业尽显
使命担当。作为辖区龙头企业，宁
波欣达（集团）有限公司主动站了出
来，拿出旗下酒店作为本轮疫情隔
离专用酒店，配合镇“隔离专班”迅
速清退住宿人员，并完成“三区两通
道”改造。不仅如此，企业还专门落
实酒店工作人员负责后勤保障工
作，将酒店厨房改作“阳光厨房”，为
相关人员提供饭餐。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陈琰琼

“宝藏社工”一组Q版手绘火了
她刻画的这个群体防疫模样引来共鸣

陈女士留下的感谢信和钱。通讯员供图

全城征集，以“艺”抗疫！
来甬上秀出你的“十八般武艺”

“这就是我们！”
“我们都是护‘绿’使者。”
“每一个‘角色’里，都能找到自

己的影子啊！”
……
胡丹维没想到，自己手绘的这

组漫画会引来大家的共鸣。朋友圈
里的留言，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原来
提笔画画，是可以给予力量的。

她的漫画里，还有一张是同心
战“疫”的群像，里面藏着她想表达
的谢意，同样也戳中了他人心底的
柔软。

疫情之下，同频共振，共克时

艰。不是只有社工在战斗，还有很
多人自发凝聚到了这条“战”线上。

“我们社区常住人口约 8000
人，社工只有8个。就拿每一次的
全员核酸采样来说，真的是多亏了
社会组织、居民志愿者等群体的帮
助。”胡丹维告诉记者，1月疫情期
间，洋沙山社区共招募100多名志
愿者。这一次，依然有30多名志愿
者赶来，其中很多是熟面孔。他们
的出现，分担了社工的工作压力，携
手战“疫”的一幕幕，也深深地刻在
每个人的心里。

“小胡漫画里同心战‘疫’的群

像，其实也描绘出了当下‘五社联
动’的基层服务新模式。”采访中，
春晓街道党建办副主任屠君飞介
绍，“五社联动”中的“社”，指的是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以及社会慈善资源。“就拿
今年1月和这次疫情来说，志愿者
方面，参与防疫的共有 1712 人
次。整个辖区有50多个社会组织
助力。”

“一家人，一条心！多好啊！”朋
友圈里，有人留下的这句话，让屠君
飞、胡丹维心头暖暖的。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阮筱

同心战“疫”的群像，刻画出“五社联动”的温暖

记者采访得知，作者名叫胡丹
维，是一名“新晋”社工，2020年年
底才入行，目前在春晓街道洋沙山
社区工作。

这组漫画刻画的是社工防疫时
的忙碌模样：守“小门”，测量体温，
查验进出人员的健康码和行程码；
核酸采样现场，为居民扫码登记相
关信息；提着喇叭，在居民楼里穿
梭，喊话做核酸检测；维护秩序，确
保受检人员保持一米距离；“暴走”
跑楼，为居家隔离户配送生活物资；
收集流调信息，开展细致的摸排和
登记；对接绿色通道，为有就医需求
的居民及时提供服务。

画面里有晴天，有黑夜，有身着

红马甲时的疾步如飞，也有套着防
护服时的汗如雨下。

“我觉得社工挺辛苦的，画自己，
也是在画所有坚持在基层的人。”胡
丹维说，她一周前开始提笔，白天没
时间，只能利用晚上一两个小时，画
画停停，昨天一早才完工。只是没想
到，身边的同事，还有社区、街道领
导，甚至居民看到后，都纷纷转发。

画漫画是她学生时代培养的兴
趣，走上社会后一直保留着。只不
过，在成为一名社工后，画画的时间
越来越少，按她的话说，“画画风格
突变，以前喜欢画动漫、偶像，现在
画工作，画防疫主题。”

虽然入职才一年半，但胡丹维经

历了她就业至今“最难”的时候。今
年1月，北仑区发现确诊病例，全区
启动临时管控措施，她所在的春晓街
道被划为防范区。那是她第一次走
进“战场”，手忙脚乱不说，还常常觉
得崩溃。“压力最大的时候是辖区进
行全员核酸检测，当时医护人员人手
不够，检测队伍又排得很长，居民出
现负面情绪，我们既要安抚，又要做
好解释工作。那段时间的常态是，凌
晨4点起床，晚上10点多回家。”

好不容易缓下来的节奏，因为
3 月底的一波疫情，又陷入了奔
忙。但这一次，她从容多了，因为有
实战经验，每一个环节要做什么，了
然于心。

“三头六臂”的模样，描绘出基层社工的奔忙

图说

当“送菜员”

胡丹维在办公室做流调胡丹维在办公室做流调。。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