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林国荣，杨莉莉一开始也不
知道能让他做点什么。

作为广凉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杨
莉莉对从虹口区体育局过来的林国荣
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
了。“作为我们来讲，一说到体育，因为
平时打交道也不多，可能第一感觉就
是比较粗线条，尤其是男同志，总觉得
可能心没那么细，脾气也比较急，而社
区工作需要的是那种绣花的功夫。我
们广凉居民区有三大特点，一个是小
区多，总共有13个自然小区，是凉城街
道里小区数最多的居民区；第二，外来
人员多，一共有2202户居民家庭，而
且由于很多是部队小区，所以外来人
员占比很大；第三，是辖区的距离长，
从广中路沿着凉城路到广灵四路，光
是走路，一趟下来都要二十多分钟，防
疫期间，所有的事情都要去管，都要去
处理，一次走下来，真的是要腰断腿
酸。”

让杨莉莉意外的是，第一天在辖
区的巡逻，林国荣不但坚持下来了，而

且从第二天开始，他几乎每天都要坚
持在辖区巡逻三次，随时把遇到的事
情处理掉。每次巡访结束后，林国荣都
会匆匆回到居委会喝上一口水，汇报
完情况之后，马上又让杨莉莉给他安
排新的任务，而在林国荣看来，这实在
是再正常不过了，“我跟他们说，我是
运动员出身，身体好，用不着多休息，
能多做一点是一点。再说了，那么多的
小区，那么多的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
候谁需要你帮助了，这个时候如果你
能搭上一把手，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个
举手之劳，但是对得到你帮助的人来
讲，说不定就解决大问题了。”
前段时间，由于小区都处于封闭状

态，外面来的快递只能送到小区门口，
然后由居民自己来拿。经过几天的巡访
排摸，对于辖区内有多少店铺，每个小
区有几名门卫、几位志愿者，甚至连一
些需要重点照顾的家庭和老人的住处，
林国荣都记在了心里，每次看到给他们
的快递，他都会“变身”搬运工，把快递
放到这些老人所住的楼栋门口，再通知

他们下来取。“现在是在防疫期间，否则
我就给他们送上楼去了。对我来说，无
非是多跑了几趟，多走了几步路，但是
对那些年纪大了腿脚没那么好的人来
讲，能少走一段路是一段，而且他们也
不用到外面去跟人过多接触，从防疫的
角度来讲，效果只有更好。”
同样让杨莉莉意外的，还有林国

荣的“全能”，“跟着我们跑了一两趟之
后，很多工作他都是一下子就上手了，
而且不管做什么，都非常用心，非常出
色。”辖区内的13个小区里，门岗缺人，
林国荣赶过去顶上；口罩预约点缺人，
林国荣赶过去顶上；外来返沪人员需
要上门登记，林国荣一样能够顶上。不
管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只要一叫，总
能听到林国荣一句大嗓门的“来了”。
“连续几天高强度的工作后，我们安排
他回家休息，林（国荣）指导却说，现在
防控形势还很严峻，每天去小区门口
督促防控工作才放心，他身体好，不用
休息。在他的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那
种‘绝不放弃’的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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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知名裁判林国荣———
疫情过后继续做社区志愿者

20年前，林国荣的身份是国家级裁判，甲A甲B赛场是他的舞台；

10年前，林国荣的身份是申花俱乐部官员。再往后，他去了虹口区体育局，是上海
市足球协会裁判讲师兼裁判监督。

现在，林国荣的身份是虹口区广凉居委会的志愿者。

早上6点钟刚过，天还没有完全亮，林国荣就起床了。 用最

短的时间搞定了洗脸刷牙吃早饭这些事情之后，林国荣出门之

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件橘红色的志愿者马甲穿到了

身上。 过去的这半个月时间里，林国荣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像

打仗一样的节奏和速度，因为接下来，他要先开着自己的车子

去接人，然后在绝大多数市民还没有出门的时候，赶到他现在

“上班”的广凉居委会，开始一天的工作。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尽管林国荣在申花俱乐部工作的
时间并不算长，但一直到现在，不少人
依然记得这个脸色黝黑、头势一直保
持“清爽”的前同事。
足球场上的林国荣，一直保持着

“铁面”的状态，作为裁判，那是职责所
在，但是在生活当中，他却是一个相当
开朗并且容易相处的人，用林国荣自
己的话说，就是“跟谁都能聊到一起
去”。不过，作为协助俱乐部高层管理
的工作人员，林国荣在申花干的却是
“得罪”人的活儿，毕竟十几年前的中
超，很多地方还不够规范，包括球队的
日常管理，更多地是靠“人”而不是依
靠制度，而很多时候，林国荣正是那个
在最前面“管”着队员的人。
如果说，在康桥基地还有其他工

作人员可以协助对球员进行管理的
话，到了客场，基本就只能靠林国荣一
个人了。考虑到球员自身的安全和休
息，以及为了避嫌，客场比赛之前，俱
乐部通常会对球员的外出做出规定，
并且要求俱乐部进行监督，很多时候，
林国荣都会在酒店大堂内，甚至会在

球员居住的楼层通道内担当“哨兵”，
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以至于有一
段时间，“如何绕开林国荣”竟然成了
一些申花队员之间的热门话题，而由
此也不难看出，他这个“守门员”做得
还是相当出色的。
让林国荣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早

已经离开了申花，离开了职业足球，但
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作为虹口区体
育局下沉支援社区的志愿者，他现在
要做的，就是跟社区的工作人员一道，
在各个小区门口筑起一道抗击病毒的
“防线”。“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严防
死守’，不能因为工作不到位或者疏忽
大意出现漏洞，我是搞体育的，这个时
候掉链子的话，丢的可是咱们足球人
的脸啊，所以绝对不行！”
“每天把自己暴露在外面，害怕过

吗？”面对记者的提问，林国荣笑了起
来：“一开始肯定担心啊，毕竟当时形
势还比较严峻，这个病毒也挺厉害的，
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传染，但人
不能总是想着自己，有些事情总得有
人去做，对吧？”

真不容易———这是作为志愿者
的林国荣来到广凉居委会后最真实
的感受。
“不到第一线，我可能永远都体

会不到居委工作的繁琐和辛苦，可能
永远都感受不到他们的努力和付
出。”第一次跟随居委会工作人员参
加巡查，林国荣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
正的“好脾气”，什么才叫真正的“和
颜悦色”。
“因为一直封闭，很多人的火气

很大，一点点的小事，可能都会让他
们爆发，引起一场冲突。”作为维系小
区安全最重要的“关口”，不管是给进
出小区的人员登记在册还是测量体
温，在这些措施刚刚推出来的时候，
执行过程当中都会遭遇不小的阻力，
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烦，不方便。
“一般也就是抱怨几句，但是也

碰到过那种态度特别恶劣的，恨不得
把你揍一顿的那种，能怎么办呢，那
就继续讲道理呗，告诉他们现在是非
常时期，这么做既是为他们负责，更
是为小区所有的人负责，因为你换位
思考一下，你也不希望因为我们把关
不严，把那些疑似病例放进去吧。真
的，不做志愿者，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竟然也能这么‘温柔’⋯⋯”

尽管每天面对和处理的都是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身边一起
共事的那些社区基层党员，让林国荣
每一天都在被感动着。“比如说排查
外来人口，你也不能确定对方是从
哪里过来的，身体有没有问题，有没
有危险，碰到这种情况，党员都会
说，让我来；我到这里差不多半个月
的时间，居委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
党员志愿者，同样几乎没有怎么休
息，每天都在不停地帮助居民解决
问题，没有人叫苦叫累，这种奉献的
精神，确实让我非常感动。我一直在
想，小到我做志愿者的这些个社区，
大到整个国家，党员同志都在冲锋
陷阵，作为我们这些群众来讲，也应
该紧紧跟随他们的步伐，做出我们
自己的贡献，尽管这样的贡献可能
微不足道，但再小的力量，只要聚集
到一起，就一定能够打赢跟疫情的
这场战斗。就在这段时间，我已经写
好了入党申请，从今以后，我要向身
边的党员学习，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就像我跟杨书记说的那样，
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也没有机会做
社区工作。等疫情结束后，如果有事
需要，我会随叫随到，我要做这里的
长期志愿者。”

“我身体好，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每天都在被感动
已写好入党申请

“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竟然也能这么‘温柔’⋯⋯”

冲锋陷阵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