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敢负芳华，

让“战疫先锋”在岗位上就能看见春天

新湖郁金香花博会取消之后， 30 万株郁金香盛开在医护人员、 社区
工作者、 一线志愿者身边

“一走出上海火车站， 尽管戴着口罩，

依旧感觉春风拂面！” 2 月 27 日， 铁路上海

站南广场被 1 万株郁金香盆栽装点一新， 其

中 3000 株作为礼物被赠予值守在一线的志

愿者和往来的旅客路人。 据悉， 后续数十万

株郁金香还将被送达社区、 瑞金医院、 华山

医院等抗疫一线， 芬芳更多人。

往年， 中心城区最大规模的花展———新

湖郁金香花博会都在这个时候拉开帷幕。 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原有计划， 市

民无法走出家门去公园赏花。 看着花圃里渐

渐展露新姿的花株， 活动主办方 “未敢负芳

华”： 既然大家不能来赏花， 那么就将花送

出去， 送到人们家门口， 尤其是战 “疫” 一

线。 “看见春天、 感谢有你” 郁金香送祝福

活动由此诞生， 30 万株郁金香盆栽将陆续

送给那些在疫情期间为上海作出贡献的企

业 、 单位及个人 ， 让他们在现有工作岗位

上， 就能看见春天。

铁路上海站南广场， 上海音速青年志愿

服务中心理事长严洪作为驻守在一线的志愿

者代表接过了鲜花。 尽管戴着口罩、 穿着防

护服， 但志愿者们打趣说： 闻到了香味， 甜

到了心里。 现场， 不少刚出站的旅客驻足停

留， 有的连忙拿出手机拍照分享： “这是我

这段时间以来看到最美的景象了！” 有的则

婉拒递送过来的鲜花盆栽： “留在这里给更

多人欣赏， 让春天住进每个人心里！”

据介绍， 此次赠送至铁路上海站的郁金

香分为 5 个品种 ： 德玛克 （红色 、 黄色 ）、

粉巨人 、 构思印记 （玫瑰色 ）、 幸福一代

（象牙白+红色 ）、 重瓣小黑人 （紫色 ）， 五

彩缤纷， 煞是好看。

今年早春， 正是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 寒风中坚守的居民区干部、 守好铁路

上海站的志愿者 、 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人

员， 以及每一位遵守约定的普通市民， 让城

市显得格外温暖。 据介绍， 活动主办方新湖

集团为了把春天的美好送到更多一线工作人

员身边， 还针对不同人群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赠送策划。 比如， 针对返沪人员的鲜花关键

词是 “归来”， 希望让更多返沪复工人员第

一眼就感受到春天； 针对社区基层一线工作

者、 文明志愿者的鲜花关键词是 “奉献和坚

守”； 针对医院及医护人员的鲜花关键词则

是 “希望”。

主办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郁金香是优

雅与高贵的代言， 每年冬天下种， 历经一个

寒冬的洗礼， 来年春天才绽放； 但花期特别

短， 最佳观赏期仅 2 周。 在很短的时间内，

郁金香奉献着最美的色彩———赠花活动因此

也有了特别的意味： 祝福城市历经疫情考验

而最终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新湖郁金香花博会是一个面向上海市民

的公益性品牌活动， 首次花展于 2015 年举

办， 已成功举办了五届。 每年， 新湖集团与

静安区文化旅游局联手合作， 所有种球都是

从荷兰空运至上海 ， 种植在大宁郁金香公

园， 供市民观赏， 六年内累计种植 1000 余

万株郁金香， 吸引超过 600 万游客前往公园

赏花。 疫情之下， 尽管公园尚未完全开放，

但街角绿地已经春意盎然。 据介绍， 大宁郁

金香公园、 静安雕塑公园、 南京西路沿线，

投放种植了共计 168 万株郁金香。 特别是南

京西路沿线 8 个点位的公共开放空间， 市民

在上下班途中、 街巷转角处依旧可以观赏到

郁金香美景。 这 8 个点位分别是： 友谊会堂

绿地 、 新华电影院前绿地 、 上海外事办绿

地 、 嘉里中心门前绿地 ： 延安中路 （铜仁

路—常德路段）、 青海路绿地： 青海路 （南

京西路—威海路段）、 协和临绿绿地： 南京

西路延安路路口、 永源浜绿地： 南京西路永

源路路口、 南京西路街景： 南京西路 （陕西

北路—铜仁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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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投喂点”

正遍布全城

更多写字楼纷纷加入， 社区响应自制，

只为温暖更多凡人英雄———

上周， 港汇恒隆广场写字楼一座和二座出现了无人值守的保温柜和移

动餐车，关于温暖的故事不断延续：每天一早，有人在保温柜里放入了亲手

做的热气腾腾的烧卖，“他们早出晚归，一定没人帮忙料理吃的”；还有人拖

着行李箱来，像变魔法般默默“补货”水果、饮料、零食；还有更多人表示要来

捐款捐物……

如今，这样的暖心投喂点正遍布全城！

记者从“暖心保温柜”活动主办方上海圈子了解到，应广大热心市民和

商家的要求，这个活动还将延续，并于本周布点嘉里中心，环球港，南丰城，

太古汇，世茂中心，正大广场等商务楼宇。

此外， 在城市各个角落， 还涌现出一批居民自发组织、 创设的 “爱心

投喂点”。

满满的热饮和甜品，“投喂”给快递和外卖小哥，以及环卫工人、警察、城

管等，慰劳这些日夜奔忙着的城市守护者。

外卖小哥激动了，“我们是被关心着的”

送了上千次喜茶的他，第一次喝上了喜茶，外卖小哥激动地说：“原来我

们是被关心着的。 ”

港汇写字楼的暖心保温柜和移动餐车里， 放着喜茶、Lady M、LeTAO，

旁边写着“免费领取”。 这个满载着爱心的甜品热饮柜台，是专门“投喂”快

递、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警察、城管等人员的。 这个由上海圈子公众号和港

汇恒隆广场联手策划的暖心之举，专为感谢城市里那些不断奔忙、守护着所

有人的凡人英雄们。

小柜台启用第一天，从上午 11 点开始，有不少快递和外卖小哥陆续赶

来送货送外卖，但行色匆匆的他们跑着来去，路过无人保温柜时都没来得及

看一眼。 过了许久，有一名快递小哥发现了无人保温柜，本来已经走过了几

步的他，又倒回来反反复复确认了几遍“免费领取”的文字，才小心翼翼地从

里面拿出一杯热饮。 不久之后，有外卖小哥拿了一块 Lady M 蛋糕，“晚上拿

回家给孩子尝一尝”。 还有一位外卖大姐乐呵呵地拿了热饮和甜点，拿出手

机拍下照片，分享到自己的工作群里。

不断有人来悄悄“补货”

上海人，“甜起来”一点都不含糊。

港汇恒隆广场的 Ole' 精品超市发现无人保温柜后，派了一名小哥哥送

来了各式各样的即食水果：菠萝、柚子、草莓、青瓜。

下午时分，一位上海阿姨拿着一盒红烧肉放进了无人保温柜。她说早上

路过时看见，中午正好做了红烧肉，“送外卖不容易，让他们吃口热饭热菜”。

一群在港汇写字楼工作的白领出门吃饭， 回来的时候就拎着东西往里

“补货”，有果汁、水果和饼干。 还有更多人，大包小包过来，放下东西就悄悄

离开。

写字楼的环卫阿姨每隔一小时就会来擦一擦整理一下，“我捐不了什么

东西，就做点能做的事吧！ ”

一旁的小黑板上写满了温暖人心的话：“武汉加油、上海加油、中国加油！”

“一春芳意，三月和风，牵系人情”“待到樱花灿烂时，我们相约在武汉”……

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上海圈子公众号创始人张扬。 据介绍，这个“无

人值守保温柜” 活动第一天准备了 50 杯喜茶、25 块蛋糕、50 盒软糖、50 份

饼干、若干饮料，货品中的蛋糕奶茶很快就被拿走了，剩下的都是有包装的

饮料。

眼下，更多的爱心、暖意奔涌而来，小柜台上放满了各类食物、饮料、甚

至玩具，还有更多热心市民、企业等通过多种渠道表示要赞助、捐款、加入

等，原本计划进行一周的活动目前也将延续下去。

买来咖啡巧克力，自制社区“暖心柜”

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击疫情，哪怕只是“送吃的”这

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体现了凡人微光，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可爱可敬之处。

在嘉利豪园小区内， 小区业委会副主任丁芮燕在朋友圈看到了关于港

汇广场“无人值守保温柜”爱心活动的文章，她灵机一动，为何不打造一个属

于小区的“爱心投食点”呢？她在小区业主群内发起了倡议，好几位热心业主

立马响应，纷纷出钱出物。

在居委会助力下，热心的业主们一同商议方案、布置货架。 擅长书法和

美术的业主芮先生在白板上书写 “免费领取爱心餐饮———向坚持奋战在岗

位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物业、志愿者致敬”。

小货架上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有人去全家买来了咖啡、红茶等热

饮，有人把家里的“白色恋人”巧克力分享了出来，有人直接拉来了糕点赞

助，还有许多热心居民生怕货物不够，又买来了水果、面包、酸奶等。 有位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区业主身在外地，手机转账 150 元，委托邻居代买食物。

“这个冬天很冷，但只要付出小小的行动，却可以给予一直辛苦坚守在

疫情第一线的人员大大的温暖。 ”一位小区志愿者说。

共风雪时
为彼此点燃花火

行为经济学有一个“损失规避”效应，很直白，也很好理解，本是由人性驱动而
来：人们对于损失的痛感或敏感程度，要大大高于获得。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广谱适用的经济学原理，却在今天的上海，在疫情防控最
吃劲的关键阶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颠覆。

这位来打擂台的“选手”，名叫爱。

这两天，一台装满甜品饮料且无人值守的保温柜出现在上海一座商务写字楼外
的公共空间，它想要服务的不是进进出出、西装革履的白领，而是那些天天见、却从
不相识的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和执勤民警。没想到这个举动，瞬间席卷起一场爱的风
暴———市民阿姨煮了烧卖、红烧肉悄悄放进来，白领小姐姐化身机器猫悄悄“补货”，

更有人受此启发大胆“示爱”———给送外卖的小哥偷偷点上一份外卖……

无独有偶，恰逢花期的花展，直接“抛”下公园绿地，飞至一线医护人员、志愿者、

社区工作者身边，娇艳欲滴的花束被送到这些凡人英雄手中，30 万株象征着“永恒
祝福”的郁金香就这样绽放在抗疫一线，开出了最美的颜色、最动人的姿态。

都是最困难的时期，都有最难捱的心情，但偏偏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始终还惦记
着别人，温暖着一座城。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一座有温度的城，是因为住着一群懂得感恩与温暖的人。他们，让街巷的转角充
盈着美丽，让城市的文明气度触手可及，也让那些冰冷教条的言语或理论相形见绌、

日出冰消。

“原来，我们也是被关心着的”，说出这样的话语，其内心一定也如沐春风。

打动人的从来不是豪言壮语，是共风雪时为你点燃花火，是默默无声为你添瓦，

是你为我送餐、我为你斟茶。

一点关心，一声问候，一眸回望，一个微笑……在这个特殊的春天，我们彼此“间
隔”，更彼此深深地拥抱。

早春，上海已回暖。

题图 本报记者 赵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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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不了信任，

小区门口的无人值守送水站遗失率为零

这两天， 长宁区芙蓉江路某小区门口架

起了一个红顶帐篷， 帐篷下堆放着数十箱各

种类型的桶装饮用水、 饮料等产品。 不过这

里无人值守， 只留有一个二维码， 居民只需

扫码付费， 就可以把饮用水带回家。 投以木

桃， 报以琼瑶。 对于厂商的这份心思， 广大

居民也纷纷以诚相待， 在每个取水点酿出了

很多动人的小故事。

对于很多居民来说， 特殊时期订购大桶

装饮用水确实很不方便———配送人员不能进

小区， 最多只能送到小区门口； 网上抢购也

常是 “补货” 状态， 常常要等。 为了方便居

民日常所需， 同时为了防止交叉感染， 一些

饮用水厂家动足脑筋， 这样的 “无接触送水

站” 应运而生， 方便小区及周边市民在家门

口提水。

小区里有了这样的 “无接触” 送水点，

让大家都感觉很受用。 记者从提供饮用水的

厂商处获悉： 这样的 “无接触” 服务站点在

全市目前有一百多个， 大多以临时帐篷的形

式搭建， 选址在室外空气相对流通、 人员分

散的地方， 可以有效防止交叉感染。 为方便

居民用水， 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及时补货， 有

的小区用水量大， 一天还会补货两次。

没想到这样的临时便民举措， 却有了诸

多 “意外”： 一个星期运行下来， 不但商品

遗失率为零 ， 有时反而还会多一些东西出

来， 比如有居民在服务点悄悄放上几只一次

性口罩， 或是一盒消毒棉球， 方便补货的小

哥或其他居民取用； 还有前来买水的居民顺

手为饮用水外包装喷撒酒精消毒； 不便使用

二维码付款的居民 ， 也自觉在一旁留下现

金， 一天下来， 一叠钱分毫未差； 有物业还

主动提供便民小推车， 方便居民将桶装水搬

回家。

在这个无人值守的 “无接触” 送水点，

各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隔离病毒， 但从不

隔离信任与善良。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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