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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有事真上”  

——上海抗疫特写 

 

“我的小宝贝睡着了还在喊爸爸，等爸爸帮助很多的人

一起把病毒赶跑了就回来陪你带你去迪士尼。”4 月 13 日中

午，快递小哥严迟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女儿的睡颜，正在参与

志愿运输物资的他由于疫情防控，不能回家，只能吃泡面、

睡车里。 

从 3 月底至今，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上海居民的生活

必需物资配送面临巨大挑战，定好闹钟、抱着手机、不断刷

各大电商 APP却由于运力不足而抢不到物资成为了许多上海

市民的生活常态。4 月 7 日，上海市副市长、市疫情防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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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提出，上海支持保供企

业在全国统筹调配资源，引进充实新的保供人员。允许非涉

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人员，走出封控区，

回到保供岗位。同时统筹邮政快递、顺丰等物流资源，对接

电商平台，补足配送力量，完成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任务。 

对此，近日，《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三名冲在疫情

一线的快递员。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目睹了这座城市经历

的一切，亦承担了从业至今未有过的压力。但他们也深知，

疫情当下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奋战在岗位上，尽全力保障

末端“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10 个人、40 台电瓶车、4 辆卡车，随叫随到” 

从 4 月 1 日起到现在，圆通中山北路网点的 10 位快递

员没有回过家，白天投入志愿工作，晚上在街道提供的房间

里打地铺。 

3 月 31 日，上海宣布自 4 月 1 日 5 时起对浦东、浦南及

毗邻区域实行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当天，圆通中山北路

网点的负责人杨忠就开始主动联系街道办申请做志愿者。4

月 1 日早上 6 点，包括杨忠在内的 10 个人正式上岗，刚开

始的志愿工作围绕着防疫。从 4 月 1 日至 4 月 6 日，杨忠等

人负责在居民做核酸检测时维持秩序。 

疫情之下，大量商超、菜市场等线下消费场所关闭，上



 3 

海市民们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立马转移到线上，快递物流在

疫情防控之下按下了暂停键，而围绕着本地生活服务的线上

平台在大量需求下，末端配送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杨忠所居住的芷江西街道，同样有很多居民买不到生活

必需物资，作为有派送经验和车辆团队的快递员，杨忠接到

了街道的求助。“街道的领导和城管队的领导过来找到我

们，说有一个超市可以作为物资保障单位，价格由市场监督

局来定价，希望我这边出人来派送。” 

对于志愿派送工作，杨忠等人没有犹豫，4 月 7 日下午

就开始装卸物资，4 月 8 日正式开始配送，根据杨忠的说法，

“我去报名志愿者的时候就说了，我有 10 个人，40 个电瓶

车、4 辆卡车，只要我有，只要我会，随叫随到。” 

但现实情况远比想象中困难。由于杨忠和团队所派送的

货物来自于线上平台的实时订单，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而非

直接给一整个小区运送物资，无法一次性运完，这导致了快

递员们每天会跑重复的路线。杨忠称：“打个比方，500 户，

500 份（物资），对我们送快递来说，送 500 份东西是很轻松

的，但这种条件（线上实时订单）一天送到 200 份就已经非

常非常累了。” 

而这支 10 人的团队中，由于有一部分人员需要继续进

行防疫工作，正常参与配送的只有 7 人，“这一个街道的我

们都负责不过来，订单量太大了。”杨忠称，“前两天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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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蔬菜为主，这两天配送泡面、八宝粥、牛奶这些东西，

因为整个街道太大了，现在我们是分片区来派送，比如今天

配送这两个片区，明天再配送下一个片区。” 

除了订单量大、人手太少，另一大困难在于前期车辆资

源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封控状

态，没有出入证，没有通行证，车是不好出来的。”杨忠告

诉记者，由于卡车无法使用，快递员们全靠电瓶车来运送货

物，与卡车相比，靠电瓶车派送效率要低很多，“电瓶车一

趟拉蔬菜最多可以拉 30 份，泡面这种东西最多一次可以拉

8-10 份。” 

据杨忠描述，电瓶车充满电一次可以跑 4-5 个小时，一

天下来平均每个人要换 2-3 趟车，现阶段下，车子坏了也没

有地方修理，离得近的地方快递员就拉着手推车去送。 

一个好消息是，4 月 11 日下午，杨忠接到通知，四辆卡

车随时待命，而一旦卡车可以动起来，效率将提高很多。 

“快递小哥，有事真上啊” 

4 月 11 日早晨 5 点，申通快递上海松江一网点的快递小

哥严迟才结束了前一天的运输物资工作，四个半小时后，他

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预计“今

天晚上可能要通宵”。由于疫情防控，和其他快递员一样，

他也不能回家，只能睡车里、吃泡面。 

今年 3 月以来，上海疫情逐渐严峻，日常的快递运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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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了暂停键，严迟称，“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快递能送就

送一点，不能送我们就参加志愿者。”3 月 30 日晚上，严迟

所在网点接到相关镇防疫办的求助，分拣配送安徽六安捐赠

的一批蔬菜，快递员们一直干到 31 日晚 12 点多才回家开始

隔离。 

由于政府给开了通行证，该网点保留了一辆卡车、一位

快递员，从 4 月 1 日开始协助运输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直到 4 月 8 日，严迟收到通知：“总公司给上海公司的

指派，让我们这些在外面做过志愿者的、有经验的，提前出

来去帮助配送物资。” 

快递小哥的加入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运力的稀缺。包括严

迟在内，其网点目前共有 9 个快递小哥在外运输物资。在上

海待了 20 年，严迟对各个区域路线都很熟悉，除了政府的

安排，还有各个居委会、社区以及部分公司的求助，哪里有

需要，这些快递小哥们就往哪里跑。 

而相比生鲜平台配送员骑电瓶车送货，严迟等人全部用

卡车送货，效率提高很多。“按照我们目前所帮忙的这个片

区，之前所有的积压是因为配送人员没到位。后来很多社区

统一采购物资后，我们去帮他们拉货，相比于电瓶车配送，

我们一卡车够他们十个人送一天的，像我拉三车的话就等于

他们 30 个人在工作。” 

4 月 9 日，进行志愿保供工作的第一天，严迟等人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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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家生鲜电商平台的求援，据他描述，“我们去了就问

他有多少货，看我们就来了八个人八台车，说给你们一人

1000 票吧。我说一人按照 3000 票配，弄不完我们不回家，

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完成了任务，我们完成了两万两千多单，

把他们积压了两天的量，我们一天就完成了。” 

出于疫情防控，各个区域情况不同，并非所有快递员都

能够参与到物资运输中，能返回岗位的仍是少数。相比以盈

利为目的的运输，严迟所在团队的目的是协助每个社区。在

协助泗泾镇政府和梅陇镇政府运输物资时，严迟等人均是免

费，“他们虽然说要给我们一些补偿，我们没要，留点资金

让他们去采购物资给老百姓吧。” 

除了希望能有一个住的地方，严迟更希望，此次疫情过

去后，快递小哥们能够获得更多尊重，他笑称：“不要没事

就投诉，快递小哥，有事真上啊。” 

“大家都有一个信念” 

和严迟一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顺丰上海区永盛分部

的陈春春作为现场负责人刚结束完一个地点的工作，正在协

调下一个地点的物资安排。 

陈春春带领的团队主要负责协助嘉定马陆镇政府进行

物资卸载和分发，完成最后 1 公里配送。这项工作从 3 月初

就开始，随着疫情形势逐渐严峻，民众对物资需求扩大，陈

春春的团队也逐渐强大，已超过 30 人，目前仍在陆续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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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助力上海抗疫过程中，顺丰在全国

集结了航空、陆运、冷链等力量。空运方面，此前顺丰航空

专门紧急开通驰援航线从内蒙古自治区飞往上海，送来了

400 吨牛羊肉。此外，4 月 1 日开始，河北、福州、海南、

宁夏、湖北等多个省市捐赠的物资通过顺丰车队运输到上海

市内。 

在嘉定，全国各地运送来的物资统一到马陆葡萄市场，

这也是陈春春和团队的主要工作场地，他们工作流程中最主

要的是卸载和分拣货物，由于涉及到马陆镇 6 万个家庭，这

项工作并不轻松。在陈春春印象中，最快的一次，他们花了

三天时间，将 17 万份物资全部调配好，并发放到各个社区

和村庄，“民生保障的一些蔬菜、水果、肉类，一定要一份

一份配好，配好之后再按照社区附属弄好，弄好之后装上车，

然后分发到社区。” 

和其他快递员一样，陈春春和团队也没有固定上下班时

间，物资一到就第一时间处理，据她回忆，工作时长最久的

一次是从早上 7 点半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 2 点多结束，睡

几个小时后又接着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作为我的个人立场来说，我觉得我们小哥确实挺辛苦

的，但是辛苦也是值得的。”陈春春表示：“大家都有一个

信念，就是把疫情过去，大家恢复正常，一切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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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参加"世界读书日″荐书活动 

 

每年的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到今天已经是第

27 年。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是照耀人一生的阳

光，是带领人一生的指引，是陪伴人一生的伙伴。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400 万快递小哥读书计划”再次

启动，中国邮政快递报社邀请一线快递小哥推荐在工作和生

活中让他们受益匪浅的图书。 

金国伟，中通快递上海陆家嘴一部网点业务员，也受邀

荐书。他非常爱看书、爱思考。他的朋友圈里都是分享看书

的感悟和心得。“很多老客户知道我喜欢看书，还送书给

我。”结束一天劳累的工作后，金国伟会再阅读半小时后再

入睡。如今，他已经在樊登读书 App 坚持阅读 1084 天。 

金国伟最喜欢《刻意练习》，“我是一个快递员，这本

书多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只要想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不管

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遇到困难和焦虑，这本书都能让我迅

速静下心来，一一化解。 

 

罕见病患儿用药即将耗尽，圆通司机 24 小时接力送进上海 

 

4 月 17 日，在圆通速递济南集运中心出港装车口，司机

王德谊小心翼翼把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放在了身后的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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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将它牢牢固定住。“一定要打起 12 万分精神”，对

自己说了这句话后，王德谊踩下油门，一辆 17.5 米长的快

递干线车飞速前往南京，这份救命包裹开启了接力旅程。 

原来，圆通在当天 11 点收到一条来自上海的紧急求助

信息。一名 11 岁孩子患有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甲基丙二酸血症，该病大多发于新生儿，且无法根治，需要

终身服药。 

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又被称为“柠檬宝宝”，其病症通

俗来说就是“血里有酸”、“尿里有酸”、急性期发病时会

酸中毒。一旦不能用药物维持体内酸的代谢，就会出现嗜睡、

昏迷、衰竭等严重症状。 

这名孩子一直服用的进口药即将耗尽，存量最多支撑到

4 月 22 日。若无药服用，患者身上产生的毒素将无法分解，

对脑神经、肝、脾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而另一个棘手的情况是，其购买的药品早已抵达国内，

但受制于物流因素，已经在沈阳、青岛等地兜了几个圈子，

就是迟迟送不进上海。17 日当天，他们原计划托航班机组送

到上海，但是临时收到通知，前往上海的航班全部取消。情

急之下，家属联系到了圆通。 

了解情况后，圆通迅速响应，制定好运输流程，决定采

取接力形式，由家属把药从聊城送到圆通济南集运中心，再

由圆通完成后续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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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王德谊驾驶的这辆 17 米 5 长的快递干线车已经

装好货，等待封闭车门，出发前往南京。这时他接到了中心

的紧急来电。 

“我等了一会，看见领导拿过来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

盒子上还贴了一张纸，写了好多字”，王德谊回忆说，“他

们把盒子交给我的时候，反复叮嘱我，这里是孩子的救命药，

一定要谨慎小心，把包裹安全送到。” 

随后，王德谊带着这份救命包裹从圆通济南集运中心出

发，前往圆通南京集运中心进行转运。为了将包裹更快送到，

他不仅一夜没合眼，还把车内自己平时休息的卧铺让给这个

特殊的“乘客”。 

4 月 18 日上午 11 点，王德谊将包裹送到了圆通南京集

运中心。“虽然一路顺利，但是路上也有让我特别着急的时

候，”他说，“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上检查堵车耽误了好

些时间，即使我一夜紧赶慢赶，最后还比平常多跑了几个小

时。” 

在南京集运中心，另一位司机徐涛接过了接力棒。4 月

18 日 13 点 18 分，包裹从圆通南京集运中心出发，在五个半

小时后安全抵达位于上海青浦的圆通上海集运中心。 

到达上海后，圆通安排专人进行了派送。4 月 18 日 20

点 39 分，收到家属反馈，药品已由志愿者转交到其手中，

这场由四地接力跨越一千多公里的紧急运送至此圆满结束，



 11 

此时距离包裹从济南出发还不到一天时间。 

这批药可供孩子再服用 2 个多月。事后，被问及此次执

行此次运输任务的感受，王德谊说就是一个字，累。“但同

时也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补充道。 

 

韵达快递小哥手握通行证，不去赚钱，做了社区抗疫志愿者 

 

“90 后”安徽小伙子汤伟去年 8 月来到上海，当了一名

快递小哥。疫情来了，小汤有资格拿到“通行证”，他却没

有选择做快递员；他向街道报名做了一名义务的抗疫志愿

者：协调组织居民做核酸，给阳性居民楼送快递、做消杀，

参加阳性确诊病例转运工作……一个多月来，各种社区一线

抗疫工作，他都冲在前面。很多居民以为，他也是一名社区

干部。 

其实，小汤到上海来是希望能赚点钱，他自己承包了一

家快递驿站，是唯一的员工；疫情下，每月近 5000 多元驿

站房租，他都是自己默默撑着。“总有一些比钱更重要的东

西，需要我去坚持。”让听听这个可爱又可敬的安徽快递小

哥讲故事。 

我叫汤伟，是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人。目前是韵达快递

闸北分公司的一名快递小哥，我自己承包了一个驿站，位于

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我是驿站唯一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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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16 日，我看到芷江西路街道的微信公众号发

布了招募抗疫志愿者的消息，报了名。第二天，街道干部就

联系到我，通知我“上岗”。 

最初几天，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协助一些小区的居委会，

组织居民做核酸、给居民递送物资。芷江西路街道有 18 个

居民区，我至少去过 10 个，一下把街道跑熟了。 

我过去送快递，就是体力活；做些体力活，我不怕。但

服务居民不仅是体力活，还要应对居民各种问题，有的居民

上来就是质疑。比如，组织大家测核酸，居民不管你是什么

人，看到你穿着“大白服”，觉得你就是居委街道的人。 

比如，居民排队测核酸，有的居民不服从管理，我请他

站站好、保持距离，他跟我抱怨，说“谁要你管？谁叫你们

来的？我才不要测核酸。”穿了这身衣服，我不能回怼，我

只有好言相劝。有的人听了，有的人不听，但说得再不好听，

我也只能忍着。后来，我也观察了：居委干部真是承受了很

大的压力，居民有什么事情，都会找到他们，居民有什么不

好听的话，他们都得听着。 

4 月 7 日，我接到一个新任务，跟着街道派驻工作组的

干部支援一个居民区。 

这个居民区比较特别，居委干部因为种种原因几乎全部

被隔离了。居委会是居民区的主心骨，我们进去就是做居委

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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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始，我们对这个居民区的情况不了解，有些困难。

记得第一天入住，居民区就“炸锅”了。如潮水般的电话打

到居委会。整个下午，我都在接电话。居民问，物资没有了，

怎么办？团购的东西，怎么还没有来？阳性病例什么时候接

走？电话中透着各种不满与恐慌。我尽量把我了解到的真实

情况告诉居民，也知道居民情绪的平复与生活的满足，需要

我们慢慢努力。 

我们在这个居民区要做消杀、物资递送、阳性病例转移

等工作。我在这段时间接触了“上海厚天救援队”，这是上

海首批社会化应急救援力量之一。经过接触与学习，我成为

他们的准队员，我也学会了消杀等技能。居民区有些阳性病

例居住的楼栋需要消杀，我主动请缨，我做好防护，独自走

进这些阳性病例的楼栋。 

最近，街道的转运工作在提速。我们随时待命，接受居

民区转运阳性病例的任务。每次转运车来之前，会通知我们

时间和转运对象，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居民，让他们做好准

备，车子一到，就到指定地点集中。我们会穿上“大白服”，

在指定地点等待，把他们送上转运车。至今，大部分转运，

居民都很配合，转运还算顺利，但有一次挺“惊险”的。 

有天晚上，我们通知完几位阳性病例后，就在居委会办

公室等待转运车来的通知。等了一段时间，大约在凌晨一点

半，通知我们，转运车要来了。我们赶快给几个居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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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都接了电话，只有一户居民，我们打了 20 多个电话，

都没有接。我们一看，不行啊，要来不及了。其实，在对接

转运工程中，我们和阳性病例需要尽量全程无接触。但这时

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和工作组一位工作人员撒腿往居

民家跑，爬上楼梯，一顿猛敲门。居民终于开门了。原来，

他等着等着，睡着了。他挺配合的，听说车来了，跟着我们

赶紧下楼。我们一路紧赶慢赶，赶到了集合点。还好，没迟

到。 

说到“惊险”，还有一次。一位老爷叔抗原测出了“两

道杆”，等待上门核酸复测中。结果，就在这当口，他出门

下楼了。我和工作组一位工作人员听到消息，拔腿就跑过去，

站到两米远外，对老爷叔喊话：“你怎么跑出来啦，不可以

啊！”。老爷叔说，屋里待着难受，想出来透透气。我们和

他说：“你现在处于特殊状态，还在等待复测。你也不想影

响其他人吧！”老爷叔还算配合，赶紧扭头回家了。后来回

想，当时因为情况紧急，我们连“大白服”都来不及穿，有

点后怕了。 

我们支援的居民区里有很多老年居民，疫情下，老人生

病要转诊的、需要买药的、需要买菜的，我们都尽可能去帮

助。 

一天，有一对老夫妻把电话打到了居委会，刚好是我接

的。老先生说，老太太患有白血病，一直服用一种特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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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断药了，能不能给配一些？我们一了解，这种药需要本

人去医院开才能开出来。但现在疫情封控下，老太太显然出

不了社区。工作组跟街道联系，街道很重视，千方百计联系

相关方面，最后开出了这种药。我们送到了老人家门口。我

记得，老人往居委会打电话时，在电话里说了这样一句：“我

们真的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老

人家有难处，但又很有尊严，不到万不得已不想求别人。这

让我很感慨。以前我接触老人的机会不多，现在，我觉得，

作为年轻人，如果有老人开口求我们，我们一定要帮帮他们。 

因为在各个社区跑，经常要与阳性病例接触，我很早就

搬出了宿舍，现在住在单位的一个仓库里面。2000 多平方米，

啥也没有，是个空的仓库。地上铺个纸壳子，上面铺一层褥

子，晚上盖条被子。前段时间还真是蛮冷的。 

这一个多月以来，累是真的累。我做快递小哥，平时也

累，但没有做志愿者累。做志愿者，要随时待命，有时候刚

躺下就被叫出去转运。还有就是精神高度紧张。我挺贪睡的，

一贴枕头就能睡着，但现在每天到早上 6 点多，我会自然醒。

因为我的神经紧张啊，我要看看，微信群内有没有给我的任

务。 

这次封控以后，我作为快递小哥，也拿到了保供通行证。

我的很多兄弟都出去送快递了。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支持上海

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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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兄弟说我傻，有这证，不去做快递赚钱，来做这种

没有回报的志愿者。怎么说呢？可能我是有点傻吧。我现在

承包的驿站，每月近 5000 块租金，这一个多月几乎没有开

过工。老实说，我去年 8 月来上海，到现在没有赚到什么钱，

现在已经在花我从老家带过来的积蓄。但我为什么一定要这

样做呢？我当过兵。部队告诉我，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要

有担当。我想，总有一些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我去坚持。 

我爸爸妈妈最初不知道我做抗疫志愿者。我没告诉他

们，怕他们担心。我经常在外面跑，没办法接他们的电话，

我就骗他们，说我在睡觉或者干其他事情。结果，前几天，

街道的一篇投稿被一家媒体采用了，我妈在网上看到了。给

我打电话时，她哭了！我劝她，我一定会做好防护的，不会

有事的。后来她也理解了。 

我当时到上海来，是因为喜欢这座城市——“她”很洋

气。虽然现在的“她”，有些落寞，但有很多人在努力恢复

“她”本来的模样。 

这一个多月，我每天跟着街道居委干部在社区一线跑，

我看到了他们为这座城市的付出。还有我的老板——韵达快

递闸北分公司负责人，他对我说：“你在社区需要啥，车、

人，你尽管说，我都支持、都提供！” 

你看，我是一个外地人，对上海这座城市都这么有信心，

你们上海人更要有信心啊！ 



 17 

上海抗疫女“战士” 坚守前线 时刻待命 

 

除了外地驰援队伍不断扩大，并向保供第一线集结。不

少在沪的互联网企业员工从封控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守在抗

疫前线。 

早在上海正式发布封控通知之前，苏宁易购物流上海大

区总经办曹娜就已着手负责所在园区的防疫工作。为了更好

地开展相关工作，她于 3 月 27 日带着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两

件衣服就住进了公司宿舍。 

“本身我是计划搬进公司住一周，周末再回去的。但没

想到搬过来当晚，上海就开始封控，我就这么被封在公司里，

直接走到了抗疫前线。”曹娜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觉得即十

分巧合、又正合心意，“作为一名有 8 年党龄的党员，面对

上海这波疫情，冲锋陷阵、义不容辞。” 

曹娜介绍，自 3 月 28 号以来，她就在公司统筹安排园

区的整体防疫工作，包括政府封控及防疫政策解读、政府事

务的对接、协助政府安排园区及周边 22 家企业员工的核酸

检测、一线保供车辆跨省或市内通行证的办理等等。 

其中，组织全员核酸检测的经历让她感慨颇多。“园区

内被封控的员工一千人，封控以来我们一共组织了 19 轮核

酸检测，将近 2 万人次。虽然我本身有些组织统筹的经验，

但每次组织大家测核酸还是很难，尤其一开始的时候，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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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流程、没相关经验。即便是现在，尽管有经验了，但是面

对这么多的人，还是很有挑战。” 

在推动一线保供车辆通行的过程中，曹娜偶尔也会遇到

些阻碍。通常，她向上海市商务委申请通行证后，再将通行

证配给负责运送物资的车辆和司机。但由于上海市各个区的

交通管制标准并不太一样，司机可能对于政策不太清晰，需

要反复的沟通，这需要她时刻的待命，配送员工作多久她就

要待命多久，确保与政府及时沟通。 

为了提高一线保供的效率，在车辆和保供人员的通行证

已经申请下来的前提下，曹娜会每天统计司机在交通关卡遇

到的问题，然后集中向政府反馈解决。 

“最近 20 多天，我每天都很紧张，平均每天只能睡三

五个小时，因为经常会在半夜接到工作任务，睡觉也不安

稳。”她对记者说道，由于担心睡觉时会错过紧急通知或消

息，自己的手机铃声一直是调到最大音量。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刷个牙洗把脸，然后开个比

较闹的音乐震一震脑子，让自己清醒点再投入工作。”谈到

最近的生活状态，曹娜不由地笑了笑，“以往的妆容和漂亮

衣服都没有，个人精致都丢掉了，形象也顾不上了，的确是

没条件，也没这个时间。” 

作为防疫工作的组织管理者，曹娜感受到的压力较往日

更大，有时候难免会出现比较烦躁的情绪，“但我会很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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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我调整，因为工作毕竟还是要干的，即使我心里会感

到劳累，工作还是会一如既往地高效率去完成。” 

如果没有疫情，曹娜本来会在 4 月 7 日那天和小伙伴一

起庆生。“希望在疫情过后，先睡饱觉，再和部门小伙伴一

起补过生日、吃大大的蛋糕，封控期间蛋糕都没有吃上。但

如果让我回到 3 月 27 日那天，我还是会选择搬回公司，守

护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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