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黄宗荣和他的团
队应该在忙碌餐饮企业的物流配送。他所
在的上海众萃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
服务于餐饮的冷链物流企业，而每逢春
节，是企业一年最关键的创收时间。疫情
爆发后，黄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放弃了春节
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前往武汉运送物资，
“危险是肯定有的，旁人也有些不理解，但
这是我们的选择。”
“莫雷诺基金会当时是通过美食家沈

涛找我的。”1月25日凌晨1点，又一个三人
微信群建起来了，莫雷诺基金会筹集到了
物资，却苦于无法送往医院，几经周折，最
终找到了一直在武汉做医院物资配送工
作的黄先生。在此之前，黄先生的团队已
经接受多家企业的委托，负责将物质运输
到武汉当地。武汉当地政府为他们办理了
一批通行证，以便他们为特定的28家医院
做定向支援。

出生于福建，2001年来到上海的黄宗
荣对申花和莫雷诺的初印象，依旧停留在

一支老牌劲旅和一位足球外援而已。“莫
雷诺公益基金会，是我们在这次疫情过程
中，接触的第一个外国人的物品支援。在
这之前，都是自己国人在付出。看到有国
际友人的帮助，也让我们燃起了更多的希
望。”在了解了莫雷诺的为人，听说了其中
的故事后，黄先生表示这个忙他绝对义不
容辞。
“感谢你们，感谢莫雷诺公益基金的

捐赠。”1月29日晚，武汉市第九医院ICU重
症监护病房收到了一批来自上海的医疗

物资，三位医护人士看着一箱箱期待已久
的口罩、防护服和手套，赶紧向远道而来
的捐赠代表表达感谢。1月31日，第二批包
括40件防护服、1000个口罩、200顶一次性
帽子和1000双一次性手套抵达湖北麻城
市，为此麻城防控指挥部特意寄出感谢
信。用基金会人士的话说来，虽然这些物
资不过是“杯水车薪”，支撑不了一家医院
几天的需求量，但依然值得莫雷诺和基金
会去努力争取。

代表莫雷诺基金会接受了感谢，黄先
生和他的团队也感受到了激励，“有爱心
的团队，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未来我也会
成为申花的支持者。”各个环节的负责人
在群里相约，待到疫情结束后，一定去虹
口为申花加油，为莫雷诺加油。

就像在球场上，球迷为主队的每一声
呐喊，集合起就是山呼海啸。

在疫情面前，你我的每一份支持，都
将汇聚成无穷的能量。
再微弱的光，也是刺向黑暗的利剑。

如何采集物资，成了基金会面临的第
一道难题。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房先生表
示，如果只是凭基金会一己之力，几乎是
不可能在物资紧张的时候协调妥当。1月24
日，基金会通过微博向广大球迷发起号
召，希望寻找购买渠道，并表示基金会愿
意联系并购买，以及时送往武汉。

号召发出后，最先主动找到基金会
的，却不是医疗物资的供应方。“有武汉几
家医院的工作人员找到我们，请求我们在
筹备到物资后，能对他们进行对口援助。”
彼时只要在网上搜索相关新闻，武汉医院

的求助信息铺天盖地，房先生简单地和医
院方面人士沟通几句，知道口罩和防护服
是最迫切需要的物资。收到一线的求助，
让基金会的所有人加快工作进展。
“在寻找物资的过程中，我们也受到

了来自球迷的很多帮助，其中有身处韩
国、美国甚至是南美地区的申花球迷，愿
意为我们购买口罩。”回想起收集物资的
经历，房先生感叹球迷凝聚起来的力量
超出了他的想象。“不仅有球迷帮助我们
寻找物资供应，上海申花蓝宝球迷会的
球迷们更是自发捐款，帮助我们筹集更

多的善款。”
不过，由于在抗击疫情初期，相关部

门对于疫区医护人员的物资捐助品类有
所规定，某些来自国外的口罩、防护服等
医疗物资暂时不能达到条件，因此也不能
及时被送往一线。这无疑也加大了莫雷诺
基金会寻找物资的难度。好在没过多久，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一家专业生
产劳防用品及代理国外进口劳防用品的
企业。巧合的是，这家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也是一位正宗的“蓝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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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什么忙请开口”
———全程还原莫雷诺两次向湖北捐赠物资始末

1月29日，武汉市第九医院收到了一批来自上海的医疗物资；1

月31日，同样是来自上海的防护物资，缓解了湖北省麻城市防控指
挥部的燃眉之急，麻城方面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表达对捐赠者的
感恩之情。 “莫雷诺”，一个异国他乡的名字，让正在一线作战的医
护人员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从发起活动倡议，收集医疗物资到运
输物流，在此次物资捐赠活动的背后，更是超出国籍和足球，多方
协力的成果。 本报记者 龚哲汇

海南海口的观澜湖酒店的大堂人头攒动，中国各级联赛

步入休赛期，一些俱乐部都选择下榻此地，作为球队冬训的

大本营。上海申花、河北华夏幸福、昆山FC和武汉三镇的球队

大巴每天规律地出入往返。 这些身着各式各样训练服的队

员，也引起了同一屋檐下旅客的注意。 临近新年佳节，五湖四

海的游客提前南下度假， 加之周边还有不少高尔夫球场，每

每在门口看到装备齐全的球手， 乘坐小巴士从酒店出发，很

难不让人浮想联翩，跃跃欲试去草坪挥上几杆。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不断扩

大，即便是远在疫情中心千里之外的队员们，也感受到了不

同以往的紧张气氛。 新春的装饰随处可见，喜庆的音乐轮播

不停，理应是旅游的旺季，可队员们每次出入酒店，眼见大堂

的旅客数量不增反减，一只只白色口罩，更是让人浑身不自

在。 受制于语言的关系，中方球员比外援更快了解疫情的实

时情况，训练前球员彼此也会讨论，而包括莫雷诺在内的外

援，则只能先通过翻译问问发生了什么。

在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成立后，新冠

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也引起了申花管理层的重视。 在次日申

花训练课开始前， 领队毛毅军召集全队开了个课前短会，制

定冬训期间的“特别队规”和预防建议。 通过翻译王侃的转

述，莫雷诺意识到此次病毒传染比以往更严重。 而在听说奋

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面临物资紧缺的难题后，更是让哥伦比

亚人感到揪心。 “David，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当天训练结束

后，莫雷诺在酒店主动找王侃谈了一次话，希望能通过刚刚

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为前线的医疗人员做些什么。

“真没想到平时挺‘抠’的队长在这种时刻会如此上心，每

天问我哪里还能买到物资，哪家医院还缺口罩，隔离服。 ”翻译

王侃说道。 在中国效力多年，莫雷诺还是喜好穿运动风，也鲜

有奢侈品随身的习惯。 而在危难当头的时候， 哪怕是散尽千

金，也要帮助他人。“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归属感吧。”相识七年，

莫雷诺这次捐赠再一次刷新了王侃对他的认识。 而有的球迷

却感叹道，队长越来越像一个上海男人，“平时‘做人家’，甚至

有点小气，但到大是大非的时候，他一定会慷慨解囊。 ”

在此次捐赠物资活动前，莫雷诺公益基金大多还是以足

球为原点进行相关捐助，申花足校的优秀球员、山区里喜欢

足球的孩子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然而收集医疗物资，即便是

场上近乎无所不能的队长，也从未有过类似的经验，“这件事

麻烦大家了，我能帮什么忙尽管开口，我真心想帮助中国的

朋友们。 ”听了莫雷诺的话，也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下定决

心，一定不辜负队长的这个愿望。

——————1月23日·房先生（莫雷诺基金会负责人）——————

“响应的人很多，韩国、美国、南美都有”

1月22日·莫雷诺———

“必须做点什么”

——————1月24日·赵燕飞（物资提供者）——————

“除夕加班，备好一卡车医疗物资”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房先生联系了

我，我们两人加上口罩公司的负责人拉了
个群，三个人很快把这件事情谈妥了。”自
疫情爆发以来，赵燕飞几乎没有放下过自
己的手机。就职于上海森永实业有限公
司，赵先生和他的同事一样，每天都会收
到求购口罩的订单需求。

在疫情初期，早已有客户找赵先生预
订口罩，来自大企业的大订单比比皆是。
“因为很久没有陪伴家庭了，这个春节我
本来在日本和家人旅游。年三十的晚上9
点，第一次和莫雷诺基金会接触。”得知基
金会的请求后，赵先生二话不说从仓库中
匀出一部分物资，紧急发往武汉。“从各方

面协商到安排物资，前前后后忙到次日1点
多，好在当天早上都妥当了。”
“经手大约四五百万只口罩吧，疫情

爆发后，我们企业很重视采购等相关工
作，协助政府进行协调，希望能尽一份社
会责任。”在武汉“封城”前，赵先生所在的
企业提前拨了一卡车的医疗物资，送往武
汉协和医院。由于此前有过抗击“埃博拉
病毒”的经验，公司的口罩储备较为充足，
并且制定了“疫区优先，一线医院优先”的
原则。“包括这次莫雷诺基金会订购的口
罩，我们几乎全部是平价售出的。”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大，口罩的需求日

益紧张，目睹此情此景，又了解口罩实际供

给情况的赵先生，心情自然比普通人更焦
急。“当时我和家人在日本的街道上，突然
接了个电话，有的地方需要更多的口罩，情
况十万火急。”身处他乡却心系同胞，赵先
生只能避开孩子，躲到一旁的小巷子里，近
乎是哭着答应对方一定全力置办物资。

身为一名申花球迷，赵先生在工作之
余，总会亲赴虹口现场观看比赛。在他心
中，莫雷诺是队中的灵魂人物，为球队尽
心尽责的队长。如今在场下与莫雷诺并肩
作战，赵先生更是感到无比荣幸，“这也算
是为队长送出一次‘助攻’吧，整个过程很
难忘，未来也希望能继续合作，争取为莫
雷诺送上梅开二度、帽子戏法。”

——————1月25日·黄宗荣（物资运输者）——————

“我接触的第一个外国人的物品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