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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轨道交通集团供图

九月，成都褪去了夏日的热烈，街
头没有了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的人群。

地铁上依然能看到这样一群人，他
们步履匆匆却面色温和地穿梭在家与工
作岗位之间，只为保障成都的正常运转。

乘坐地铁的他们，是这座城市的
“坚守者”。

放射科医生：
坚持到岗下班也随时准备支援

下午3点半，31岁的李智戴着口
罩、拿着手机进入市一医院地铁站。此
时他下班了，但又处于备班状态，得赶
快回到家向单位报备，随时准备支援核
酸样本采集工作。

9月1日以来，作为医护工作者的
李智和同事们都照常上班。“我在放射
科，虽然是辅助科室，但我们的工作还
是要照常运转。”李智说。

最近，放射科调配了医护人员去支
援防疫。尽管科室的接诊量比往常少，
但李智和同事们依旧满负荷运转。

快步走进地铁站，李智看着略微空
旷的通道感慨道：“这个时候和我一样
在通勤路上的人，肯定是我们的城市最
需要的人。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
早日恢复活力。”

一半“大白”一半职场
只为守护城市健康

倪家桥地铁站外，29岁的辛朝委
正快步进站，准备去上班。他也是一名
医护人员。

9月1日晚，和辛朝委相熟的社区
工作人员问他是否愿意协助核酸检测
采样。“我之前接受过核酸采样的培训，
得知他们人手不足，我立刻就答应了。”
他说。于是这几日他的时间被安排得
满满当当。

辛朝委所在单位保持着正常运
行。上午，他协助社区完成核酸采集
后，下午就会赶去单位。一半属于“大
白”，一半属于职场。

辛朝委说，他负责的点位是一个老
旧院落，每天需要检测的人数在七八百

人左右，做完一轮，才感觉到自己肩膀
有点酸，腰也不舒服。但这一切在辛朝
委看来，都不是问题。

“很多居民每天很早就来等着，作
为检测人员，我们也想减少他们等待
的时间，所以都没有休息，尽快做完。
居民也尽快上楼，减少聚集的时间。”
辛朝委说，目前有很多人仍坚守在不
同的岗位上，维持着城市的基本运行，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守护这座城
市的健康。”

地铁“深度用户”
“我们都在为这座城市努力奋斗着”

今年是王處阳在成都地铁工作的
第四年。本轮疫情发生后，这位“90
后”小伙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依旧坚

守在岗位上，注视着每一辆列车进站、
驶出。

行车组织、监控设备、行车调整
……工作时，王處阳是个“细节控”。
他时刻紧盯屏幕，不放过每一个细
节，并迅速记录下关键数据，及时与
同事配合，为每一位乘客的安全出行
保驾护航。

工作之外的王處阳也是成都地铁
的“深度用户”。他的家距离工作地点
较远，每天上班时，都需要骑车到达地
铁金星站，坐上17号线，再换乘9号
线，最终到达武青车辆段。

王處阳说：“最近车里的乘客较少，每

次和他们一起坐地铁，我都有一种奇妙

的熟悉感。这一刻，尽管我们互不相识，

但我们都在为这座城市努力奋斗着！”

9月8日清晨6点，一辆载着医护
人员、贴有核酸检测流动服务车标识
的新能源公交车停靠在成都市第六幼
儿园门口，开始了一天的核酸检测服
务工作。

车辆刚停下，志愿者们就开始摆放
核酸检测采样流程展板和测温仪、维护
检测队伍秩序、进行核酸扫码登记……
路过的快递员、外卖小哥、公交驾驶员、
出租车师傅、环卫工人等纷纷到此排队
进行核酸检测。

“这是新的核酸点位吗？”“明天还

来不？”“每天什么时候开始呢？”排队的
市民们都很关心。

志愿者告诉他们，这是流动核酸检
测点位，每天会在相应区域通过“流
动+扫街”的方式提供片区内公交流动
核酸检测服务，“我们同欣社区这个片
区的服务时间是早上6点开始。”志愿
者说。

得知该消息，附近加油站上班的一
位工作人员不住点赞：“太好了，能有这
样的流动检测车，简直给我们解决大问
题了。”

完成这里的核酸检测后，公交车又
开始“动”起来了，一上午先后停靠蔡桥
街道光华里小区、成都市第六幼儿园、
四川设计产业园、污水处理厂第八厂、
中建八局工棚区等五个点位，切实解决
了四保人员因上班，不便回小区做核酸
的难题。

根据《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通告》要求，自2022年9
月8日0时起，全市继续深入推进社会
面清零攻坚行动，分区分级实施社会面
管控措施。为助力成都市全员核酸落

实到位，成都市公交集团积极对接各区
（市）县，按照“一区一策”原则，加强与
基层社区的有效对接，疫情防控升级
后，市公交集团及时联动青羊区同欣社
区、金牛区长庆社区、天府新区高饭店
社区、高新区得胜社区和月牙湖社区等
5个社区，在9月8日推出首批试点核
酸检测流动服务车。

记者了解到，开行当日，7台流动
服务车为34个点位近6000名保供人
员提供了核酸检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徐鸿浩怎
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烧烤店会开始
做早餐。

9 月 8 日，是徐鸿浩给成都邛崃
防疫工作人员送早餐的第4天。每天
500 个包子，外加牛奶、鸡蛋、稀饭等
早点，让他可以有底气地说一句：“你
的早餐我包了。”

“对中国人来说，每天能吃上热腾
腾的早餐是件很幸福的事情，让我们
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我十分感谢送爱
心餐的徐老板。”志愿者杨树文向记者
表示。

一家烧烤店的老板，是缘何想到
承包志愿者早餐的？这一切的开始，
源于他妻子一次偶然的“抱怨”。

普通人的非凡故事：放射科医生、医护人员……

成都地铁“深度用户”守护城市健康

工作中的王處阳（资料图）。地铁站里的辛朝委。正在等地铁的李智。

你的早餐我包了

烧烤店老板每天做500个包子送志愿者
烧烤店变成早餐铺

爱心早餐遍及邛崃城区

徐鸿浩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参加了
社区的志愿者服务队，每天走得特别
早。有次妻子回家“抱怨”，说现在街上
很多店都没开门，吃不上热乎的早餐。

“其实最先只想到给妻子做早餐，
后来觉得我们开烧烤店，厨房和设备都
有，就叫上店里伙伴一起做，开始给志
愿者们送早餐。”徐鸿浩说。

徐鸿浩介绍，虽然他的店之前是
做烧烤的，但父母辈做早点都很厉害，

“优势在于我们有那种大灶台，还去其
他店借了蒸包子用的大蒸格。我妈和
我老丈人，还有我合伙人的妈妈，都来
帮忙了。”

据了解，徐鸿浩会在前一天晚上准

备好食材，第二天6:30到7:00，由7名
志愿者和店里的7个伙计送早饭。14
个人每天会送2到3个点位，基本覆盖
了邛崃市城区。

“每天大概500个包子、500个鸡
蛋，外加稀饭和牛奶。送的时候就问一
下，谁比较喜欢喝稀饭，谁比较喜欢喝
牛奶，让他们自己选。”徐鸿浩说。

志愿服务中感受爱心传递
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收获

在送爱心早餐的过程中，徐鸿浩也
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在传递。“备货的时
候，我们去超市买很多鸡蛋，售货员告
诉我现在不用囤菜，问我买这么多干
嘛？我说是给志愿者送爱心餐，阿姨就
对我竖大拇指，夸我们真不错，也帮忙

捡鸡蛋。”徐鸿浩说，“还有一次，在送餐
后，有个很热情的年轻志愿者对我说

‘谢谢叔叔’，还给我鞠了一躬，搞得我
挺不好意思的，这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
做的事情挺有意义。”

令徐鸿浩没想到的是，两个孩子在
看到自己行动后的改变。“老大十岁、老
二六岁，他们看到我上新闻了，闹着说
也想当志愿者。能让儿子觉得我在做
一件正确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他说。

徐鸿浩表示，现在，在志愿者和亲
朋好友的帮助下，爱心早餐的制作和配
送已经步入正轨。他也会继续这样，每
天奔波在送餐的路上，在防疫的背后，
奉献自己的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成都公交首批“核酸检测流动服务车”出发
开行首日服务近6000名保供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