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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章建峰

“亲爱的居民朋友们，因省市区
疫情防控联合专家组研判，月雅城小
区为高风险区，采取‘足不出户、上门
服务’等措施，请您配合居家隔离管
控工作……”8月19日上午，烈日炎
炎，一架警用无人机飞上了头格社区
月雅城小区的上空，开展高空喊话及
巡查。

对于月雅城小区的居民来说，警
用无人机“喊话”已经成为近期的“日
常”。早在8月16日下午，下沙街道
便与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联合，派
出了无人机飞入头格社区，在中高风
险区内开展高空喊话。

利用无人机所搭载的喇叭开展
巡回“喊话”，进行“非接触式”防疫宣
传，提醒督促居民配合防疫工作，做
好个人卫生防护等事项，给防疫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小区住户多，人
员密集，很多居民被隔离在家，一时
间不知所措，有了无人机这个‘小帮
手’，可以实现全方位的疫情防控宣

传。”头格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除此之外，无人机也成了巡特警

大队和头格社区的“千里眼”和“顺风
耳”。“我们充分利用警用无人机覆盖
面广、空中广播宣传力强等特性，在
宣传防疫信息的同时，还能借此重点
关注中高风险区内是否有违反防疫
规定的行为，及时发现紧急情况并开
展相应处置。”巡特警大队工作人员
表示。

“小喇叭”发挥大作用，成为引导
居民自觉落实有关防疫措施的重要
一环，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面前，
我区借助高科技的强势加盟，打通信
息传递“最后一公里”，全力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攻坚战。

小区来了高科技“助手”
无人机高空喊话“声”入人心

记者 朱晟 摄

聚沙成塔 同心战“疫”共待花期

■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章建峰

19 日中午 11点，在月雅城小区门
口，许多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紧
锣密鼓地向小区运送盒饭，站在队伍一
旁，戴着党徽，统筹着队伍，时不时接听
电话的正是月雅城小区网格长施陶洋，
看着眼前所有工作都已经步入正轨，他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疫情发生以来，在四天紧张而忙碌
的工作里，施陶洋只抽空休息了不到8
个小时。

施陶洋记得，16日清晨6点不到，还
在睡梦中的他被一个电话惊醒，电话那头
是同事急促的声音。得知头格社区月雅
城小区某一管核酸采样出现异常，他第一
时间跑向社区。

经过复核，确定了月雅城小区一例新
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并划定了“三区”。
划定的中高风险区正是施陶洋日常管理
的辖区，“我对这边情况熟悉，让我去！”已
经当了5年网格长、有着11年党龄的施

陶洋站出来，奔赴“疫”线，成为月雅城小
区的“临时”网格长。

有了日常的工作积累，施陶洋对网格
长这个“角色”已经无比熟悉，但是疫情下
的网格长工作，比他想象得还要繁琐。尤
其是疫情发生的第一天，人员的隔离管
控、物资的配送、志愿者的统筹安排……
一度让他忙得晕头转向。

疫情发生的当天，他从清晨6点忙
到次日凌晨，才抽出时间稍微休息了一
会儿。在现场，由于施陶洋是主要联系
人，他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不离身，成

了一台名副其实的“公共电话”，随时准
备接收来自志愿组织和居民的信息。

在月雅城小区外，总能看到施陶洋
忙碌的身影。最近杭州连续高温，一天
下来他的衣服不知道被汗水打湿了多少
次，短短几天手臂已经被晒出了明显的

“分界线”。尤其是手臂处戴手表的位
置，由于汗水一次次地浸湿，已经因过敏
出现了小红点。

虽然这几天工作十分辛苦，但施陶
洋被居民的热心和善心深深打动了。
月雅城小区 8幢的志愿者精心做了温
馨提示卡，发放给居民，有情况可以第
一时间联系卡片上的电话，实现精准服
务；小区里面的餐饮店联系施陶洋，表
示做了 100 多份爱心便当想要送到

“疫”线；水果店的老板直接打开店门，
让志愿者们多吃点水果……

“不断涌入的社会各界的爱心和居
民的支持，这种守望相助的情感，让我感
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相信我们一定能
战胜这次疫情。”施陶洋说。

四天只睡了8个小时
网格员们筑牢一张疫情防控“安全网”

本轮疫情发生后，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我区迅速响应，闻令而动，众志成城，挺身战
“疫”，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截至19日，我区共开展三轮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共计检测居
民核酸样本1647094份，结果均为阴性。

■记者 武佳奇 通讯员 郑元亚杰

“我报名！”“算我一个！”……在白杨
街道伊萨卡社区的抗疫队伍里，活跃着
一群95后和00后。无论是区域核酸采
样的“前沿阵地”，还是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大后方”，始终能看到这些默默坚守、
无私无畏的青春身影。他们，构成了

“疫”线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施超：“点长”初体验
有挑战但我能行

1998年出生的施超，是伊萨卡社区
新入职的社工。由于疫情突发人员紧
张，他被安排到了区域核酸采样的“点
长”岗位。

“点长负责整个点位的物资统筹、人
员调配、秩序维护以及一些突发情况处
理，一般我们会安排经验丰富的工作人
员或志愿者担任。”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但这次，这名年纪最小的点长给大家带
来了“惊喜”。

确认人员、清点物资、梳理常见问
题……这几日的区域核酸采样，每天凌
晨5点钟左右，施超便开始忙碌。“做社
工的节奏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碰上区
域核酸采样更是要又快速又细心，压力
很大也很有挑战，但是我觉得自己可以
的！”点位上，一轮采样高峰期刚刚过
去，施超缓缓松了口气，擦拭着额头上
的汗珠。

王馨苑：年轻的“老战士”
被需要很开心

“姐姐，明天核酸采样人员够不够，
不够我再拉个同学一起来。”晚上10点
多，王馨苑还在担心第二天核酸采样的
人员配备，与社区工作人员积极沟通着
办法。

今年20岁的王馨苑是一名大二学
生。社区工作人员早已对她非常熟悉：

“从今年第一次区域核酸采样开始，王馨
苑就已经加入伊萨卡社区防疫队伍，跟大
家一起‘奋战’了。”

虽然年纪不大，王馨苑却已参与社
区10余场核酸采样任务、50余次常态化
核酸采样任务。从发出门单到守门岗，
从维持秩序到扫码核验，她几乎参与了
核酸采样任务的全过程，可谓是“久经沙
场”的老将。

“我平时在学校里也经常参与一些
志愿服务项目，偶然在学校的志愿者招
募群里看到社区需要疫情防控志愿者，
就第一时间报名了，这对我来说是不一
样的体验。”王馨苑说。

由于学校和社区有些距离，为在凌
晨5点半前赶到社区，王馨苑每次凌晨
4点便要起床。“防疫志愿者需要更多的
责任感和毅力，虽然经常要起早贪黑，
但是只要有需要我都会来。能够被需
要，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有意义。”王馨
苑表示，自己也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
请书。

方森泽：我和妈妈是“最佳拍档”

在核酸检测现场，20岁的方森泽穿
着蓝色防护服，正熟练地操作扫码。1.85
米的大高个在狭窄的采样亭显得有点局
促，他笑笑说：“刚开始有点不习惯，现在
已经很适应了。”

由于母亲孟黎燕一直在社区做志愿
者，放暑假回来的方森泽也开始跟着母
亲忙碌起来。一开始，方森泽会在社区
做一些贴条形码、搬运物资的准备工作，
后来孟黎燕便教他扫码，以便在关键时
刻可以“顶上”。

“这次区域核酸检测果真派上了
用场！”方森泽说，“年轻人上手快，再
加上我本身在学校学的是护理专业，
懂一些医疗知识，参与核酸采样绝对
是专业对口了。”

在核酸采样点位上，母子两人一个
采样一个扫码，配合得十分默契。“多的
时候一天要扫1500多人，妈妈的速度很
快，我就紧跟她的节奏。每次都是扫码
量最多的点位，我和妈妈现在可是‘最佳
拍档’了。”母子俩相视一笑，继续投入到
紧张的核酸采样工作中。

毛飞扬：新高一的“开学第一课”

“妈妈，你看那边有个小哥哥在做志
愿者，我也要来。”在核酸检测现场，15岁
的毛飞扬正从容地发着出门凭证，青涩
稚嫩的模样引来了一些家长和小朋友的
关注。

毛飞扬是一名即将迈入高一的准高
中生。假期，家里人常常鼓励他参与志愿
服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考虑到毛飞
扬年龄不大，社区工作人员便给他安排了
发放核酸检测出门单的任务。

“发出门单的任务虽然简单，也要‘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少发、不漏发，否则
不但会影响居民出门，还会弄乱现场秩
序。”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毛飞扬一人负责
两个队伍，他眼疾手快、两面兼顾，偶尔发
现居民有忘拿的情况，他一个“箭步”便飞
奔上去把出门单送到居民手上。

问起做志愿者的感受，毛飞扬总是
说“不累”“还好”。“我平时起得也挺早，
还是很习惯的。马上要上高一了，到时
候学习强度肯定很大，为了多点心理准
备，我就把社区实践当作‘开学第一课’
吧。”毛飞扬笑着说。

“伊萨卡作为一个年轻化的社区，青
年力量占比80%左右，是推动社区建设
发展的核心力量。社区通过‘党建+团
建’，广泛团结带领青年成为社区自治
的参与者和拥护者，努力让他们成为社
区服务的主力军和突击队。”社区负责
人介绍。

下沙街道工作人员运送第二批抗疫物资

年纪不大担当不小：这群95后、00后在“疫”线书写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