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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中，不少志愿者、医护人
员、社区工作者参与一线工作，其中不
乏“00后”的身影。他们在社区站点志
愿服务、在核酸点位采样、在封控区域
为市民调配物资……这群“00后”已独
当一面，在抗疫一线默默奉献。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了几位在成都防疫一线的“00后”，
记录讲述他们携手战疫的故事。

22岁志愿者
最多一天录入信息超2000人

今年暑假，22岁的小郑在家附近的
社区实习。7月15日，成都新增一例本
土确诊病例后，她来到成都市郫都区郫
筒街道菠萝社区，成为防疫一线志愿
者，负责核酸检测信息登记。

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6点，中
途只有两个小时吃饭休息时间，其间，小
郑要为1000多人录入信息并口头核对，
最多的一天录入信息超2000人。

看似枯燥的工作并未消磨小郑的
热情，反倒让她收获不少乐趣。咿咿呀
呀的小朋友、在队伍边等主人做核酸的
宠物……不同的人和事，给她带来十足
的新鲜感。“有一天下午，一位叔叔突然
提了几瓶水放在桌子上说：‘你们辛苦
了’。我们喊住他道谢，那位叔叔摆摆
手就走了。5瓶水虽然很普通，却是对
我们的一种认可。”小郑说。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希望通过
大家的努力，让疫情早日结束。”小郑说。

19岁大学生
工作结束后感觉手都有点胀

19岁的小陈是一名大学生，今年暑
假，她跟随母亲来到成都市金牛区营门
口街道花照壁社区参与防疫工作，为前
来做核酸检测的市民扫码录入信息。

小陈说，在核酸检测工作量较大
时，他们清晨6点就要起床去站点布置，
摆放桌椅、锥形桶、提示牌，根据安全距
离在地上画线，划分登记等候区、核酸
采样区、医疗废物处理区、隔离观察区
等区域，一般需要40多分钟。

工作期间需要长时间佩戴N95口
罩和手套，小陈说：“工作结束取下手套

时，感觉手都有点胀，气温高时汗都会
浸湿口罩。”

但即使如此，仍有很多人加入志愿者
行列，其中不乏一些同龄人。小陈说，她
家所在的社区有一个志愿者群，每天都有
人陆续进群，如果第二天有核酸检测安排
需要志愿者报名，1分钟内就会报满。

“00后”护士
工作和隔离交错进行

2000年出生的小林是一名护士。
近期，她参与了成都市武侯区集中核酸
采样工作。

“很多医护人员都会高频率参与防
疫工作。”小林说，除了集中采样外，她还
会参与平常的防疫工作，为隔离人员做
核酸采样，采样完成后自己也会隔离。

工作和隔离交错进行，有时可能会
使人难以平衡工作和生活节奏。刚入
职时，小林也有这方面的困惑，但没过
多久，她便进入状态，找到了工作和生
活的平衡点。

安保志愿者
让物资安全抵达住户手中
疫情期间，除了社区、医护人员外，

还有很多人为封控区域内的居民生活
保驾护航。

小沙是一名19岁大学生，现在是成
都市成华区一封控小区的安保志愿者，
负责维护隔离秩序、物资配送等工作。

小区隔离的居民人数较多，大家的需
求往往各不相同，因此安保人员和居民对
接工作有时会遇到困难。小沙说，对此，
他们有套完备的体系：先让小区居民在
购物、配送软件上购买需要的东西，配送
完成后由专人负责登记，再分类消杀。对
于足不出户的楼栋住户，志愿者们会送
货上门，“这样就层层落实、保障了住户
需求，使物资能安全到达住户手中。”

小沙说，虽然他们常常连续工作几
个小时，少有间隙休息，但同事之间都
十分关心彼此，每次去配送物资时也都
会听见居民说谢谢，有时还会为他们加
油打气，这似乎能洗去一身疲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苟春
实习生 苗叶果

志愿者小陈（右一）在录入核酸检测信息。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小郑在为市民录入核酸检
测信息。受访者供图

“马上收拾好行李赶赴隔离点支
援。”7月22日晚上10点，王沙沙接到
疫情防控组电话后，简单收拾行李，微
信告知家人后便出发了。

在前往彭州一隔离点的路上，王沙
沙的思绪回到了2020年9月20日——
那一天，同样是这样一通电话，不同的
是她的心情。“当时是第一次参与这样
的工作，还很忐忑，现在很淡定了。”

王沙沙是彭州市市场监管局致和
市场监管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就在上
个月，她才结束了600多天的隔离酒
店防疫工作回到原岗位，回归“正常”
的生活。而这一切，又被突然而来的疫
情打破。

研究生毕业后，王沙沙成为彭州市
市场监管局致和市场监管所的食品专
管员。刚参加工作不到一个月，她就被
紧急抽调到隔离酒店工作。

报到、培训、上岗。在隔离酒店，王
沙沙最开始在后勤保障岗位，每天穿着
防护服服务隔离的旅客，“有时候是服
务员，有时候是外卖员，有时候又是快
递员。”同时，她还要与旅客沟通交流，
采集基础信息，协助申请健康码，协助
转运阳性和密接人员等。

因工作需要，王沙沙主动承担了工
作量更大的信息员工作。从隔离人员
信息，到隔离点工作台账，再到各类信
息上报，不仅工作量大，还要求准确无
误，因此，在隔离点的日子，她需要24
小时待命，熬夜加班成了常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600多天。这
600多天里，王沙沙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寥寥，连续两年错过了春节的团圆。

7月22日晚，王沙沙在接到疫情防
控组的电话后便前往彭州一应急隔离
点，开始了新的“隔离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实习生周吴军艳

刚结束600余天隔离酒店防疫工作

90后执法人员
再度“返岗”

核酸采样、信息登录、物资保障……

成都抗疫一线的“00后”青春力量

都说失而复得是人生一大幸事，这背
后不仅是物归原主，更流淌着人与人之间
的温情。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大二学生李
宣（化名）就体验了一把这样的幸运。

今年暑假，李宣到一家对口单位实
习，爱好摄影的他随身携带相机，准备用
来记录工作中的成长瞬间。7月3日，他
在前往乘坐地铁的途中，不慎将相机遗
落在共享单车上。“地铁站附近人流量那
么大，我都没想过能找回来。”他说。

11天过后，7月14日，李宣的手机
响起，来电的是成都市公安局轨道交通
分局犀浦警务区民警陈茵。原来，李宣
丢失的相机已被陈茵找回。

“真的很感谢犀浦警务区的民警。”
李宣说。拿回相机后的第二天，他向犀
浦警务区和成都地铁6号线兴业北街站
（以下简称兴业北街地铁站）送去了锦
旗，感谢民警和地铁站工作人员的帮
助。“他们的付出深深打动了我，能生活
在这样一个有安全感、有温度的城市，
我很幸运。”李宣说。

地铁站外相机遗忘在车筐
“虽然快退休了，也要继续发挥余

热，尽最大努力服务群众。”今年51岁的
陈茵从警已有22年，是一名恪尽职守的
老民警。

7月26日，陈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回忆说，7月3日晚上10点，在兴业北街
地铁站外，一名市民正准备使用共享单
车时，发现车筐里有一个相机包，于是
当即将其交给了正在附近巡逻的辅警
沈杰文。

接过相机包后，沈杰文担心失主找
不到相机，便站在地铁站口等待，但一
直没有等来失主，随后他将此事汇报给
了陈茵。

由于相机的丢失地点是在地铁站
附近，陈茵联系到成都地铁6号线相关
工作人员。不过，根据相关规定，相机
遗失地点是在地铁站外，地铁站不能代
为保管遗失物品。

“相机是贵重物品，失主找不到肯

定要着急。”陈茵主动申请到了找回相
机失主的任务，之后又与地铁站方联
系，希望能调取7月3日进站口监控视
频，以便后续调查。

查看监控近3天确定失主
每天地铁站的客流量巨大，要从中

找到一个人，可谓大海捞针。如何判定
谁是失主？“一定要秉持一环扣一环的
原则，先要确定失主身份，再得出失主
信息，讲证据、找失主。”陈茵说。

经过近3天的查找，陈茵和同事通
过监控发现了疑似失主。“运气比较好，
通过监控能明显看到一位身穿红色T
恤的男乘客骑车抵达地铁站口，车筐里
放有一个相机包。”

为了进一步核实失主身份，陈茵调
取了稍后时段兴业北街地铁站站内监
控。她发现也有一名身穿红色T恤的
男乘客，通过与站外监控比对，乘客身
材、衣貌等整体特征基本吻合——陈茵
就此确定了相机失主。

失主：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
确定失主后，陈茵立刻向地铁站申

请查询乘客信息，此时距李宣遗失相机
已过去3天。“和失主通电话时，我听出
了他的东北口音，心里就有底了。”陈茵
事先了解到，失主李宣是黑龙江人，在
四川上大学。经过层层核实后，陈茵这
才告诉李宣，他丢失的相机找回来了，
并提醒他尽快到警务室领取。

“真的很感动。”李宣说，接到陈茵
电话时很意外，没想过丢失的相机还能
找回来，“没想到来四川求学，也能感受
到家的温暖。”

陈茵说，李宣相机的找回得益于犀
浦警务与兴业北街地铁站的协调联动
机制，更是一座城市的爱心接力——从
拾金不昧的乘客再到每一位恪尽职守
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在背后默默奉
献，为这座城市浇筑温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实习生 常齐轩

小伙相机丢失民警查看近3天监控找回

携手战疫感谢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