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负球迷信任，详细记录每笔善款
第一次捐赠顺利完成，也让小刘

和她的朋友们备受鼓舞，活动产生的
效应也随之而来。“活动结束后，有很
多球迷来找我，询问会不会有第二次
捐赠。”对于这位只是临时起意的年轻
人来说，经手来自陌生人的大量钱款，
是小刘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初小范围
亲友之间的捐赠，就是担心自己’
Hold’不住那么多钱。”
好在申花球迷间的信任，打消了

小刘心中的顾虑。“有很多球迷直接来
找我，确认身份后就想直接转账。”慎
重起见，小刘还是一个个加好了微信，
随后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大概两天时

间吧，陆陆续续有45位球迷，起初没
想到有那么多。”大家慷慨解囊，很快
积攒了上万元的捐款。
为了不辜负球迷的信任，小刘将

捐款的动向事无巨细地公布在聊天
群里。“其实算账并不是我的强项，”
小刘说道，“但其实这件事又很简
单，就是基本的加减乘除而已。”截
至发稿前，小刘已经和申花球迷一
道，购置了200只医用防护面罩、1万
双医用手套、120副护目镜和60瓶酒
精消毒液，从物资的单价到邮费的
备注，小刘特意制作了一个表格，金
额和物资一目了然。同时因为相关

物资紧张，她在购买物资时会通知
所有人具体的到货时间，“现货基本
都没了，能找到的都是一个礼拜内
发货的，已经尽力了。”群友们也纷
纷表示理解支持。

第二次委托朋友购买护目镜，对
方已经知道了小刘和她身后伙伴的身
份，“我的那位朋友完全不看球的，还
特意去帮我们找了蓝色的护目镜，说
这是申花的颜色。”有时在聊天群中，
大家会分享一些其他球队球迷捐赠的
新闻报道，“大家都在帮忙，也希望能
让联赛早日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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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申花球迷向上海华东医院捐赠医疗物资

被莫雷诺感动，五天完成使命
从萌生捐赠想法到完成捐赠， 小刘和她的朋友们只

用了五天时间。 看到一箱箱亲手提来的物资送到医院代

表手上，这些平均年龄还不到23岁的申花球迷，才算是松

下了紧绷的神经。 “医生在前线与疫情战斗，我们也想贡

献自己的力量。 ”小刘说道。 活动在申花球迷范围内引起

了不小的波澜，由此而生的第二轮捐赠，也正在积极推进

着。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龚哲汇

接受采访前，小刘还特意写了一
份这次的活动经历，“第一次接受采
访，所以有些紧张。”因为向上海华东
医院捐赠物资一事，小刘的微博被频
频转发。“申花球迷赠”，照片中醒目的
黑体字更是在申花球迷群里广为流
传，那句“感谢你们守’沪’”，更是引起
了上海人的共鸣，“作为土生土长的上
海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能只有医
生在前线战斗。”看到网络上申花球迷
和上海市民主动为医院里的医护人员
送去慰问食物，小刘也希望能成为其
中的一分子。

众人拾柴火焰高

除此之外，让小刘下定决心做好
这件事的关键人物，是上海申花的队
长莫雷诺。“之前看到过莫雷诺公益
基金会捐助武汉医院的事，非常振奋
人心。”新年前夕，莫雷诺在微博上发
出征集物资的信息，小刘深受感动，
“队长莫雷诺是一位外国友人，我们
是中国人，我们就更应该去做这件事
情。”每逢比赛，小刘和她的朋友们都
会亲赴现场为球员呐喊，而到了场
外，能够和队长并肩战斗也是球迷的
愿望。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地

医院医疗物资紧张的形势，时时牵动
着广大同胞。小刘的一位朋友，之前一
直从事医疗器械的相关工作，“我向他
了解了一些情况，得知上海的医院也
需要相关物资。”在看到一张华东医院
公开接受物资捐赠的公告后，小刘选
择向这家医院进行定点捐助，“主要是
考虑到路程原因。再有我的亲友也曾
经在这所医院里接受过治疗。”
“起初我是想一个人捐助的，大概

就一箱手套。”想到或许自己的朋友也
有同样的想法，小刘发了一条朋友圈，

没想到立刻得到了亲朋好友的积极回
应。“我哥得知了这件事后，表示也要
加入，就又多了一箱。到之前最后完成
捐赠，已经是五箱了。”因为自己的个
人能力有限，第一次捐助活动只在平
时经常接触的小范围球迷群里进行。
下单的第二天傍晚，小刘就收到了订
购的五箱医疗物资。“家里人一开始以
为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的，箱子到他
们眼前，也小小的震撼了一下。”

与医生有个约定

医院接受来自社会的医疗物资，
捐赠人必须提供相关的产品资质证
明，这件事也由小刘一手操办下来。
“既然要请别人帮忙，我就把之前收集
物资、运输物资的计划安排妥当。”随
后，十几个年轻人组了个群，一笔一笔
的捐款也越来越多，“其实我的很多朋
友都还是学生，并没有稳定的收入，但
一到捐款都毫不吝啬。”在捐助完成
后，她特意制作了一张表格，没有遗漏
一笔善款。

在箱子上写下“上海申花球迷
赠”，小刘和她的朋友们将医疗物资送
往了华东医院。为了防止疫情扩散，非
医院工作人员不能出入医院办公区
域，小刘一行人只能等在门口。在这过
程中，门口的保安主动前来攀谈，“他
看到我们纸箱上面贴了这张纸条，然
后说申花真的了不起，不仅球队去年
拿冠军为上海争光，就连球迷也为城
市做贡献。”而当走出大门的医生了解
了小刘等人的身份后，也感到非常亲
切，“后来才知道科室里也有不少申花
球迷。”一旁的护士也深受感动，向小
刘等人再三表示谢意。这些医疗物资
将被送到华东医院的各个科室，申花
球迷的名字也将流传在上海的抗击疫
情前线。“我们还和医生有个约定，等
到疫情结束后，邀请他们一起到虹口
观看申花的比赛。” 一家三代申花球迷，本计划远征亚冠

如果没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小
刘一定会观战上海申花对阵广州恒大
的超级杯决战。2018年超级杯不敌恒
大，小刘自然不会心甘情愿看到自己
追随的球队负于同一个对手，“原本因
为工作的原因，可能不会去苏州观战，
但小区也会组织球迷观赛活动。”如
今，因为受到疫情的持续影响，不仅是
超级杯，亚冠联赛、中超联赛、足协杯
等一系列体育赛事都被迫延期，这让
小刘和广大球迷一样感到遗憾。“作为
球迷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看上比赛，
在家太无聊了。”小刘苦笑道，“原本我
已经计划韩国亚冠之旅，就连从首尔
到蔚山的巴士时刻表我都查好了，现
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如期举行。”
尽管球队没有回到上海，小刘认

为从球队方面考虑，申花从海口前往
阿联酋的选择非常正确。“虽然说运动
员可能体质上比普通人好一些，但为
了球员安全考虑，去国外训练比较

好。”看着球员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在
当地的日常训练，小刘希望球队在保
证训练质量的同时，更要注意个人的
预防工作，“申花的每一个人要健健康
康地回来。”

从6岁第一次和家人踏进虹口足
球场，对于小刘而言，看上海申花的
比赛更像是一项家庭活动。受到父亲
的影响，小刘逐渐喜欢上了这支身披
蓝色战袍的球队，“那时候在2号看台
下面，我和爷爷奶奶坐在前几排，我
的父亲则手写毛笔字制作横幅，一手
好书法也在球迷圈里小有名气。”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去虹口的次
数越来越少，这个习惯却由女儿完好
无损地继承了下来。“后来他就成为
一个’上海球迷’了，之前申花成绩不
太理想的时候，有时还会和他争论几
句。”而上赛季足协杯决赛，申花捧得
冠军奖杯之后，父亲在祝贺小刘之
余，顺便“蹭”些申花装备“扎扎台

型”。
除了与家人分享足球带来的快

乐之外，小刘也尽可能将自己对球
队的热爱，传播到自己生活中的每
一处，“申花球迷”已然是她的标签。
2017年冬天，还在读大学的小刘在申
花捧得奖杯后，将申花队旗展示在
宿舍的阳台上。冠军旗帜飘扬在红
砖底色的学生宿舍，引得路过的学
生频频抬头仰望，也有同校的申花
球迷拍照留念，俨然成为了一处校
园景点。

在申花队中，小刘最喜欢的球员
是队长莫雷诺。两次申花足协杯决赛，
她总会提前准备好哥伦比亚国旗，等
到申花成功夺冠，球员向看台谢场时，
醒目的三色旗总会引起哥伦比亚人的
注意。加之场外莫雷诺热衷于公益事
业，在小刘心中，他早已超出了一名球
员身份，已然是上海球迷心中的“荣誉
市民”。

想到就做，小刘的爱心感染着申花球迷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小刘（左三）和朋友们也能重新球场为申花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