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市闵行区医疗急救中心将急

救队伍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开展日常急救，满足区域百姓

日常急救呼叫；一部分成立新冠专职院前转运队伍。目前

全中心300名救援人员在单位实行闭环管理，坚守岗位，奋

战在抗疫急救第一线。图为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将病人转送

至医院急救。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坚守岗位，奋战抗疫急救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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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上，跟团人数持续上涨，一刻钟

内总金额就达到了预定目标6000元。家

住林绿家园的刘悦来忍不住“录屏”，这也

是他近来最感动的时刻：“我们小区居民在

为社区志愿者团购防护服，他们真是超级

秒杀天团。”

疫情防控期间，这个叫作林绿家园的

居民区，有太多邻里互助的动人故事：热心

居民成立了“守护林绿家园志愿小组”，为

小区正常运转贡献脑力、脚力；一个鼓励年

轻人守望邻里的“小树苗计划”也在进行。

尽管生活被疫情打乱，但守望相助中的邻

里情，如春风照面，带着泥土气、青草香。

30分钟，为志愿者“秒
杀”100多套防护服

林绿家园位于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户

数多，封控期间是团购大户。小区里光“团

长”就有10多位，几乎每天都有物资进场，

“有一次光鸡蛋就团了800斤”。因为足不

出户，团购物资从小区大门口到各家餐桌

的“最后100米”配送成了难题。居民小田

见状，召集了40个志愿者，以年轻人为主，

成立运输队，接过重任。此外，小区还有三

四十位志愿者负责日常值守、垃圾清运、抗

原检测试剂分发、辅助核酸检测等，其中一

些任务风险较大，需要志愿者们配备专业

级别的防护服。

志愿者的辛苦与风险，居民们看在眼

里。于是，一个为志愿者提供基本安全保

障的计划萌芽了。

小区的“团长”里有一位能人，联系到

上海本地货源，商定以75元一件的价格购

入80套“大白”防护服。但以什么形式团

购，几位热心居民琢磨了一阵。业主群里

转账？“信息太多，容易漏，稍不注意就错

了”；用团购软件？“要付10%的手续费，这

笔钱还能再多买几套防护服”，最终他们集

思广益，圈定了一款免费小程序。

刘悦来，正是这次团购发起人之一。

大家将一份团资限定为20元，最多只能

“团”5份，也就是100元，“涓滴成海”。开

团15分钟后，就募齐了80套防护服的资

金。群里有人跳了出来：“为什么买不了

了？”“没抢到，不开心”……几位发起人只

好将金额提至1万元，不到一刻钟，又“满

团”。“团购的时候，只见数字上涨，群里却

非常安静。等到团购结束，群好像被唤醒

了，大家群情振奋，不少常年‘潜水’的人都

‘冒了泡’。最近这段日子大家都苦闷，没

想到这件小事竟然提振了整个小区的精气

神。”刘悦来说。

推行“小树苗计划”，再
造团购模式

邻里互助的故事多起来了，志愿者之

间也结成了“守护林绿家园志愿小组”，分

工合作守护小区。这些也引发了刘悦来的

思考：这样一个大居民区，邻里的善意能不

能传递到每一个人？是否仍有人待在信息

盲区里？遇事挨家挨户敲门的老方法不管

用了，有什么新办法来替代——作为杨浦

区首批社区规划师，他想通过各种方式提

高人们对社区的感知，建立有着更多情感

联系的社区共同体。

“最好，每个楼栋都有自己的群，由

年轻居民作为信息员，辅助楼组长在群里

实现信息的传递与收集。同时，为一些不

擅长手机操作的老人提供特别帮助”，这

个想法，刘悦来和伙伴们称之为“小树苗

计划”。林绿家园一共68栋楼，只用了两

三天时间，“小树苗计划”就覆盖了64栋

楼，信息员报名100多人。“独木不成

林，希望更多年轻人这个时候站出来，尽

一点力。”

基于“小树苗计划”，流程更加清晰与

规范的邻里互助模式诞生。比如团购，以

往社区的“散团”较多，看得人眼花缭乱，信

息庞杂，成团率也难以确保。志愿小组一

改以前的“人找团”，变为“团找人”。当“大

群”启动一项团购，各楼组的“小树苗”就开

始行动，盘点各户需求，并汇总报给“团

长”，独居老人和不太会用手机的长者的需

求会被优先保底考虑；团购的东西运至各

楼门口，再由“小树苗”们分发。

目前，林绿家园的居委会、“团长”、

“运输队”之间已理出一套无缝衔接的团

购流程。考虑到团购可能带来的防疫风

险，“团长”之间“约法三章”：保证货源

安全靠谱；开团必须报备；“团长”须为

小区住户，打过三针疫苗，居住楼栋没有

阳性感染者。

疫情防控期间的邻里情如春风照面

一次特殊“团购”为何振奋了整个小区？
■本报记者 刘力源

楼栋要封控，小王师傅一家三口慌

了——手头的装修活儿刚开个头，没准备

东西，眼看着只能住在装修现场了……

但这十多天下来，小王师傅一家反而

不慌了——没想到楼栋及社区内这么多好

心人，一家三口一天三顿都被“包圆”了。

“我有一袋米，放在电梯里了，可以自

己取。”“我在门口放了包蔬菜，里面还放了

尖辣椒，可以炒菜吃。”“我家还有米粉，可

以煮着吃。”……

每天一到饭点，楼栋群秒变“投喂群”，

左邻右舍、楼上楼下纷纷想着法儿，让小王

师傅一家吃饱。有的人借助消过毒的电梯

来传递物资，有的人将吃的打包好，通过楼

栋志愿者送到小王师傅家门口。

“没想到，上海的高楼大厦里，邻居们

也这么热心！”腼腆的小王师傅很意外。

事情还得从3月28日说起。那时，刚

进入黄浦区五里桥街道东泰花苑五号楼进

行装修施工的小王师傅一家三口，接到居

委会通知，居民楼要封控了。

“一开始真的挺慌的，房子里除了水电

煤还通着，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房

东第一时间想到了他们，通过居委会及志愿

者想办法为他们配送了基本的食品和物资。

但是，房东不住该小区，光靠房东一人“隔

空转运”，力量微薄。关键时刻，楼内居民、社

区报到党员陈韵、胡晓静等纷纷站了出来，鼓

励楼栋居民将多余物资捐助给小王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正装修的屋子里

没有冰箱，也就意味着很多东西不能集中

捐赠，只能少量多次“投喂”。没想到，志愿

者在楼栋群里一发号召，居民们就给予热

情的响应。十四天来，靠着楼里邻居、党员

志愿者们的帮助，小王师傅一家吃是不愁

了，得以安心住下来。但小王父亲的高血压

药又即将用完，这个时候，邻居们也第一时

间联系上居委会，落实了代为配药的事宜。

和小王师傅一样，整个社区还有几户

因装修而被临时封在楼里的装修工人，但

在楼栋内热心邻里的帮助下，大家都坚持

了下来。

感觉受了别人恩惠的小王师傅，心里

多少有几分亏欠之意，采访中他始终不肯

透露自己名字。但他还是挺乐观：“希望早

日解封，尽快完成装修。到时候我再正式

感谢大家！”

困在楼栋的装修工，一日三餐被邻居“包圆”了
■本报记者 顾一琼

通讯员 朱婷婷

按照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

区”划分，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是

上海迈向城市恢复如常的一个重要节点。

但抗疫态势仍然严峻，需要我们保持顽强

的斗志。此时此刻，科学的防控措施和有

效的防控手段是武器，每个人的自律和彼

此间的温情，同样是武器。

正如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博士

内森 · 沃尔夫在其代表作《病毒来袭》一

书中所指出的，风险素养是流行病防控的

重要环节。能否在疫情面前保有自律和温

情，正是风险素养的重要表现。

自律，意味着保持镇静并且听从指

挥。具体到当前，身处防范区的居民在

经历了长时间封控后想出门透透气，还

需要去买菜、买药、就医等，这些都是

可以理解的需求。但如果出现大量人员

无序集聚，也会对当前的防疫工作造成

很大隐患。因此我们强调防范区不是

“放飞区”，仍然要坚持“强化社会面管

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坚持非必

要不外出，如果只是想散步的话，尽可

能在小区内活动；确实需要外出的，严

格遵守规定，不能流动到所属街镇以

外，尤其不能流动到封控区和管控区。

而管控区则要做到足不出小区，封控区

做到足不出户。所有这些，都需要每个

人的自律。防疫没有局外人，千家万户

都是阵地！

保持自律，就是对他人最大的善

意！与此同时，温情则是抗疫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力量来源。上海从来都是一座

有温度的城市，如今处于疫情防控的

“倒春寒”中，一方面，很多人都身心俱

疲，甚至快到了临界点，另一方面，正

如最近刷屏的一篇文章里写的：每个群

体甚至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有人盼着

早日放开，有人希望继续封控，原本属

于不同空间的人，折叠在了一起。在这

种情况下，尤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和暖意，需要我们隔离病毒但不隔离

爱。当集中隔离点内的暖心故事刷屏，

当一份份市民接力创立的自助共享文档

刷屏，当小伙因疫情滞留上海、检查站

交警为他凑了未来几天住宿费的故事刷

屏，还有社区里那些不曾停歇的为老送

餐车、无数舍小家为大家的基层一线工

作者……城市按下了暂停键，温情却不

间断地在大街小巷流淌，由此团结起来

的力量，成为抗疫资源的有效补充，并

激荡出体谅和包容，信任和鼓励。

众志成城。疫情面前，每个人都会担

心、恐惧。抗疫的努力，也需要时间和实

践的检验。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我

们拿出更大的勇气来保持自律，拿出更大

的勇气团结在一起。如此，我们就能更大

程度上凝聚全社会的抗疫共识，在仍然进

行着的这场严峻战“疫”中互帮互助，共

同守“沪”。这也将是我们最终打赢这场

大仗硬仗的底气！

邵岭

每个人的自律和彼此间的温情
都是有力的战斗武器

疫情之下，一碗小馄饨竟

难住了不少人。近日，上海市

胸科医院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暖

心小事。

徐阿婆是胸科医院的一位

双肺移植术后患者。在重症医

学科医护团队悉心照护下，阿婆

渡过了最艰难的围术期。岂料，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碎了徐阿婆

早日和家属团聚的憧憬。老人

变得郁郁寡欢，胃口非常不好，

甚至还影响了康复进程。她的

主管医师祝敏芳急坏了，多次把

自己的美食带来给她，甚至用榨

汁机自制果汁，但徐阿婆依然食

欲不振。

“阿婆，你到底想吃啥，你跟

我们再说说？”有一天，徐阿婆向

重症医学科何斌主任提了一个小

愿望：“我想吃碗虾仁馄饨。”

这个小愿望，却成为封控期

间的大难题。疫情期间，道路封

控、商店关门、快递困难、家人隔

离……怎么办？移植中心姚峰主

任在工作微信群发出一条求助信

息，没想到群里的医务人员一呼

百应。“食堂可以包，但没有食材”

“我家有面粉，我来和面”“我家有

虾仁”“我来拌肉馅”……

说干就干！医务部、胸外科、

重症医学科、药剂科、后保部等医

务人员齐心协力，上演了一场爱

心“接力”。

下班后，医务人员脱下白大

褂，穿上围裙。接力第一棒，由移

植中心主任施建新拿起了擀面

杖、制作馄饨皮；接力第二棒，要

解决馄饨馅。普普通通的虾仁在

当下封控期间则成了稀有物资，

临床药师潘雁在家找出少量存

货，再剁了肉糜，加料搅拌，一气

呵成；接力第三棒，传到了食堂师

傅这里。他接过原材料，包馅、下

锅，一碗热气腾腾的虾仁馄饨煮

好了。接力第四棒，这是“最后

100米”，重症医学科张倩芸医生

将这碗特别的馄饨端到了老人

面前。

热腾腾的小馄饨，配上一把

葱花，真是喷喷香。老人瞬间开

心得像一个孩子，一口气就吃

完了！

“吃小馄饨，在平时多简单的

一件事，很多人甚至还吃腻了、不

想吃，如今，我们看着都香。一份

小馄饨，承载了特殊时期医患共

渡难关的‘战友情’。”医务人员

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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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疫情防控

期间，这个叫

作林绿家园的

居民区，有太

多邻里互助的

动人故事。

图为林绿

家园的志愿者

收到了居民“团

购”的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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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邻居们给小王师傅一家“投喂”的

米、蔬菜等生活物资。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要加强医疗救治，做好患者的分类收治工作，同时

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切实保障好群众基本就医需求。要

强化属地责任，严防外溢风险，既要明确管理措施，完善监督机

制，加强区域协查和卡口查验，落实援建工人、货车司机等离沪

人员闭环管理、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防止疫情外溢，也要避免

因执行简单化出现交通堵点，导致断供断链等问题。要做好新

冠病毒科普教育工作，促进群众理性对待疫情，更好理解认同、

支持配合防控政策。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主动担当作为，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
阻断社区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