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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洪晶组织了一支以申花
球迷为班底的志愿者队伍，开始积极
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我们基本上每
年参与两次大型公益活动，比如组织
为孤儿院和敬老院捐款、采购物资，
会长年资助贫困的儿童，也会不定
时去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家里做各种
辅导工作，每个人都竭尽所能。”
2020年的春节，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开始影响到许多人的

生活，由于当时疫情所导致的停工时
间超出了预期，压力扑面而来。“我的
公司一度陷入停顿，面对着房租、几
十个员工的工资等支出，让我有些捉
襟见肘。当时我心里唯一的念头是
‘只要能维持开销就行’。真的很感激
我的员工，有很多人提出了不要工
资，大家一块和公司共患难。”回忆两
年前的点点滴滴，洪晶百感交集。

在看到许多地方缺少志愿者服

务后，洪晶和几个小伙伴自发组织了
球迷共同参与志愿工作。“因为当时对
新冠肺炎还比较陌生，内心是恐惧的。
然而看到那么多的援鄂医护人员，我
们也坐不住了，利用自身的资源购买
口罩、酒精等医疗物资捐献给一线单
位，并帮助被隔离的小区居民买菜，去
到居委统计外来人口，还在线下进行
防疫知识的宣传。”洪晶的话语里透露
着坚定。

告别了过去一段闷热的天气，上海在近日迎来了一波倒春寒。 伴随着连日来的阴雨天，入春的
脚步似乎仍未到来。 在上海齐心抗疫的关键时刻，一名来自奉贤的申花球迷自发组织了一群球迷
共同投身于抗疫志愿者工作中，在这乍暖还寒时分为居民送来一股及时的暖流。

身晶百战，抗疫有我

钟情申花27载，足球之缘始于晚报杯
今年41岁的洪晶，经营着一家汽车销

售公司和一家广告公司。自1995年申花夺
冠后就开始关注球队，至今已有27年。“记
得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申花主场
看球，当时还是在八万人。令我记忆犹新
的是现场非常热烈的助威气氛，这深深吸
引了我，一下子被迷住了，由此便一发不
可收拾地爱上了申花。到了2016年，我有
幸加入了神之花球迷会。每一次现场看
球，我都被全场的助威所吸引。”回忆与
申花结缘经过，洪晶兴奋不已。
“依然怀念2019年的足协杯决赛，

那是我距今最后一次在现场看球。在
虹口的那场决战，我的心情颇为忐
忑，毕竟申花首回合在客场一球告
负。然而当晚踏上看台的那一刻，我
们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为申花呐
喊助威了一整场，甚至嗓子都快喊
哑了。好在幸运女神最终眷顾了申

花，冠军的滋味值得大家反复品尝。”尽管
申花近年来的战绩起伏不定，但是每次想
起三年前的那场胜利，都能感受到一丝甜
蜜。

足协杯夺冠后，洪晶曾幻想申花能够
在联赛中更进一步。与此同时，他还精心
研究着亚冠赛程，并计划带家人去远征客
场支持申花。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
冲击，一切愿景被迫戛然而止，所有的期
待都变成了“疫情快点结束吧”。

对于近两个赛季的赛会制比赛，洪晶
在所有对球迷开放的比赛里去了过半的
场次。“其实对我们家在奉贤的球迷来说，
去苏州还是去虹口，在路上花费的时间是
差不多的。只要有空，就会和三五球迷朋
友一块过去，在苏州还能见到各地的球
迷，大家一起为自己心爱的球队呐喊助
威。至于球队成绩反而排在其次了，毕竟
我们和申花同在，这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看球，洪晶也热衷于踢球。“记得
在1995年上初中的时候，我尝试踢足球，
当时的足球氛围真的非常好，至今让我印
象深刻。父母都能说出申花队员的名字，
学校里很多女同学都是球迷。而带我走上
足球之路的是“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
球赛”，当时许多男生在课余时间也踢得
不亦乐乎。看到这么有影响力的比赛，我
也去报名参赛了。尽管每次都止步于小组
赛，然而下一年仍会乐此不疲地继续报
名，这成为了我们青春期最美好的回忆之
一。”回忆往事，洪晶笑着说道。
在洪晶看来，现在身边很多好朋友基

本上都热爱踢球，无论球技如何，都会因
为热爱足球、热爱生活而聚在一起。“每个
周末会抽时间去看球、远征。申花和足球
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
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足球。它陪伴我一起
成长，也将伴随着我一起到老。”

做公益七年，自发组织抗疫志愿队

有了两年前的经验，当前疫情紧张时期，洪晶通
过申花球迷群发出号召，组织球迷参与到社区的疫情
防控中。“在精准防疫的背景下，志愿者的工作更加有
针对性。我们进入社区，来协助整个小区完成全员核
酸检测，维护排队做核酸检测人群的秩序，协助居委
做好排查登记和秩序引导，避免人群集聚，并和社区
工作人员一道做好宣传工作，帮社区的老人操作健康
码，对于行动不便的人群上门进行帮助，为居家隔
离人员提供代购等各项服务。”对于自己的具体抗
疫工作，洪晶的心里跟明镜似的。

当然，并非每一份的付出都能得到认可与理
解，志愿者依然有很多困难要面对。不过，大家还是
凭借着身体力行解决了问题。“记得有一个社区，
我已经协助医护人员做了五轮核酸检查了。这个
小区的老年人居多，大多不会用智能机，也不会操
作登记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和居委工作人
员一起去挨家挨户解释、沟通，帮他们做好登记
码并截屏。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会一个个
帮助他们下楼，尽量做到小区居民都满意。另
外，还会有居民出现各种各样的疑问，我们申
花抗疫志愿小队全体成员都会耐心为他们讲
解。渐渐地，这个小区的居民很多已经认识我
们了。记得3月17日那天，天上下着大雨。小区
居民看到我们的雨衣已经防不住雨，自发帮
我们打伞。好几次，有小朋友带着自己的零
食过来分给我们。看到群众对我们赞赏的
眼神，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满满的成就感，
这说明居民开始认可我们的工作了，这也
是鞭策我们继续努力的最大动力。”洪晶

坦言道。
在全区覆盖检查的情况下，洪晶还对人员和物

资做到最大化使用。为了更好服务居民，志愿者特意
买了20个帐篷来保障社区居民们在排队时免受日晒
雨淋，同时又买了10套扫码登记设备来提高整个核
酸检查的效率。“我公司的无人机在小区内实现飞行
通讯，让每个居民都能够及时了解核酸检测时间，实
现了团队数字化、智能化的高效志愿者服务。”洪晶
自豪地表示。在他看来，喜欢足球是因为它是团队合
作的项目，而诸如这样的社会志愿者也要靠大家的
共同努力。“喜欢申花，代表了喜欢上海的情怀，这和
做志愿者是一样的，都是出于对我们城市的热爱。”

在这次参与抗疫志愿者的工作中，洪晶的志愿者
小队得到了奉贤团区委的高度认可，他们也即将正式
加入奉贤区志愿者协会。“作为一支生力军，我们乐意
参与更多的活动，来帮助更多的人。相信通过全上海
人民的努力，疫情会很快过去，现在已经到了拐点，这
里是上海，是我们的家，有我们的骄傲，我们以它为
荣。”洪晶对未来充满信心。

洪晶一直信奉这样一句话：“万千微光，可成星
海。”的确，对于他和他的小伙伴来说，只要梦想还在，
就永远不会选择安逸的生活。“希望申花的拼搏精神
能够引领我们继续做好志愿服务，彰显正能量的海派
球迷文化。”

对于申花可能使用全华班征战新赛季，在洪晶心
里，这不见得是坏事。“毕竟不破不立，这对于年轻队
员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会。希望球队通过以老带新，
能够促进新一批队员的成长。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
加油吧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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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为我撑伞，被认可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