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
不是只做一
次、两次就
可以了，是
要一直做下
去的。

我们
都是能帮
就帮。

在结束一天的工作、脱下蓝色隔离衣的那一刻，汗流浃背的郑科伟才真正意识到，做
志愿者的强度并不比以前踢一场比赛来得轻松。 最近的一趟工作中，他负责将政府发放
给小区的“重量级”物资送上门，将一袋袋包含20公斤重的大米在内的物资卸货、分装，开
着助动车来来回回搬运至每个门洞，再送到自己所在楼栋的每一户居民手中。

“谢谢”，是这些天来郑科伟听到最多的词汇，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所做的“小事”有什
么特别的，只是在每一次听到“谢谢”以后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决定有多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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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级”物资扛在肩

“谢谢”是郑科伟
听到最多的词汇

我们小区一直是封控区，我原先
是我们楼道的志愿者。我在这个小区
住了很久了，我住在一楼取物资一直
都很方便，就想到别的楼层住户每次
都要下楼来取，而且我们这栋楼里年
纪大的比较多，所以就想着这种时候
能帮忙就帮忙，让整栋楼都能一样方
便。

后来小区开始发放物资，包括大
米、油这些比较重的东西，楼组长就
把我推荐到居委会招募小区志愿者
的群里，我成了一名小区志愿者。每
次政府发放的物资会通过卡车运送
到小区门口，我们把物资从车上卸下
来，先根据门洞做好区域的分类，然
后通过助动车把物资送往相应的门
洞，一趟一趟往返，最后挨家挨户送
上门。

物资搬运的周期很长，从门口卸
货开始，到63个门洞，再全部送上门，
整个流程耗费四五个小时，不身在其
中肯定是不知道其中的辛苦的。但是
你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理解你，不

能道德绑架别人，既然做了这件事就
要面临不被理解的风险。

有时候东西到得晚，东西送上门
的时候已经深更半夜了，我们经常会
遇到半夜12点以后把物资送到每家
人家门口，还要敲门通知东西到了。
前几天物资比较紧缺，我们就想着能
第一时间发就第一时间发，可以降低
一下大家的负面情绪。大家都是第一
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也都会互相体
谅。
什么叫志愿者？受的苦、受的累、

挨的骂都是你愿意的才叫志愿者。任
劳任怨地干好自己的活，安全地回到
家就好了，如果有情绪和脾气，如果要
去斤斤计较，那就不要做志愿者了。

我们楼的邻里关系一直都很好。
居委主任包括楼道里老人家都是很体
谅、很支持我们志愿者的工作的。大家
看到我们都觉得应该说谢谢，自己也
挺开心的。

我们楼五楼有一对老夫妻，孩子
生活在澳大利亚。他们不是很会用手

机，也不会团购，生活用品之类的都
是通过我这里预订的。等东西到了以
后，我再帮他们送上去。 做核酸的
时候需要用到的核酸码，他们也不是
很清楚怎么操作，我们都是能帮就
帮。

最近的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关
系。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现在住的是
楼房不像以前住的是那种弄堂了，这
么多年来，大家平时最多见面打个招
呼，不会有更多的交流，但是在大困难
面前，我们大家有了一种天然的凝聚
力，反而凝聚在一起了。

我们这栋楼有个小群，比如谁说
他们家缺了一瓶油，邻居之间都会互
相救济一下。我太太一开始自己存了
比较多的物资，多出来的米、油就放在
一楼的公共区域，她会在群里喊话，谁
家需要谁就去拿，包括一些酱油等调
味品之类的，也不是特别很贵重的东
西。别人拿了以后会在群里说一下，然
后用蛋糕、饼干作为回礼放到我们门
口，这种互动就很温馨。

作为志愿者，风险肯定是存在
的。家里有老人、有小孩，但这个念头
一旦有了就不可能冲出去做志愿者
了，就不会那么坚决了，毕竟家里也
是很重要的。那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想
才会有冲出去的勇气和这份责任感。

当时就觉得整个小区需要搬运
的物资量还是很大的，需要年轻力壮
的人站出来，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
但说实话，但凡多一点想法就会被牵
绊住，就没有那么勇敢了。我当时就
是觉得我应该上就上了，不存在什么
“挺身而出”，也并不“高大上”。最简
单的想法往往是最有效的，勇敢就是
那一刹那间的决定，让我再做一次选
择肯定做一样的事情。虽然穿的防护
服很闷，出的汗还是很多的，但是总
归要有人站出来的。做的时候还不是

很累，到家的时候一下子感觉到累了。
因为防护服不透气，肯定要比踢球的
时候出汗更多。前段时间，上海三十几
度的天气，闷着的时候回到家发现全
身都湿光了。
志愿者不是只做一次、两次就可

以了，是要一直做下去的。我们大群里
会不定期地通知，有一些政府提供的
物资需要发放，物资到了以后，居委负
责人就在大群里喊一声，大家就立刻
拿着装备从各自的家出发。那个时候
感觉就像出征一样，和家里人说一句，
我去了。家人说，你当心点哦。那一刻
就感觉是从家里出征了，很有仪式感。
家里人是不会说你别去的，只能说你
保护好自己。怎么说呢？在困难面前总
要有人站出来的，如果大家只为自己
考虑很多，那大家、小家都要没有了。

通过这些天以来的工作，我认为
作为志愿者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这是
最重要的。我姐姐是党员也是幼儿园
园长，她响应号召去他们小区做了志
愿者，但后来她在工作当中感染了，最
近刚刚从方舱回来。我觉得作为志愿
者，要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事。

搬搬弄弄这种运输方面的活，相
对来说不涉及防疫专业领域，另一些
专业的比如核酸采样相关的工作肯定
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的，要知
道具体怎么操作，不然一闷头往上冲
就很容易感染了 。另外比如防护服怎
么脱、怎么消毒都是需要专业培训的，
但很多人没有经过培训，就凭着一腔
热血、两眼一闭往前冲了。在专业防疫
人士眼里，这些感染原本都是可以避
免的。

我一直和队员们说（注：郑科伟现
任申花08梯队主帅），成功有很多种渠
道，但是更多的渠道来自于坚持。现在
大家都在家里，时间、空间都被固定在
一起了，那么怎么去利用好就很重要
了。虽然我们有个群，我要求队员每天
打卡上传训练视频、跑步记录、app数
据等等，但是在更多的空余时间里，你
怎样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是最重要
的。

别人在放空或是在玩手机的时
候，你会干些什么？现在其实是一个暂
停键，让大家都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有天赋的、没天赋的球员，所有勤奋的
和不努力的球员都在同一个空间里，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追赶时机。打个比
方就是，大家都堵车了，之前开车开得
很远的人现在也被迫开得很慢或停留
在原地，所以落后的人可以去追赶。
“危机”、“危机”，是“危”也是“机”，如
果是开放的空间，前面的人会越走越
快，你就很难赶超，现在不一样，正好
是赶超的机会。怎么利用好危机，这是
非常重要的。

从我个人职业角度来说，大家隔
离期间，可以让自己出出汗。现在刘
宏很火，还有很多健身类视频，比如

Keep，大家都可以练起来。这段时间
你可以利用起来，把平时工作比较忙
没有机会去接触的事情做起来。现在
时间暂停了以后，把大家固定在一个
相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了，你要去寻找
这个空间里的目标。你可以去尝试任
何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出汗，这是
最好的精神层面的加油。

我自己就有了一件特别的尝试，
烧菜、烧菜、天天烧菜，我发现烧菜真
的蛮好的。以前工作忙，每次到家比较
晚，丈母娘和太太都会把饭准备好了。
现在太太要工作，小孩要读书，那只好
我进厨房了。我就在网上看教学视频
先学起来，我自己感觉烧得蛮好的。
至于烧得好不好吃，反正太太和

孩子全都吃光的。我想，他们是不是存
心要我多烧几次饭，所以才吃光的，如
果不吃光可能就打击我自信心，我可
能也就不烧了。倒不是说味道有多赞，
我自己知道味道肯定一般，但是过得
去，主要是我很享受创造的过程，那种
从无到有的过程。毕竟现在物资相对
没有那么宽裕，每次烧菜都要重新组
合，今天多了个番茄，明天多了个土
豆，然后尝试把食材重组，变成一道成
品，这样的过程蛮有劲的！

“如果斤斤计较就别做志愿者了”

“每次从家里出发感觉像出征”

“找到了烧菜的乐趣”

上海好邻居
郑科伟遇到挑战

的时候，总要有
人

站出来。 郑科伟
很开心成

为了站

出来的那
一个！

听他
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