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点累点也值得”
3月21日的那个早上，林国荣所在的小区，一度陷入了慌乱。
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开始，林国荣便一直以志愿

者的身份，参与社区和浦东机场的抗疫工作，所以即便这一次小
区出现了确诊病例，按照规定进行封闭化管理，他也相当淡定。
“但是对大多数居民来讲，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距离新冠肺炎
这么近，心里害怕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把相关的工作组织
好，保持好秩序，安抚好群众的情绪稳定，从我这两年参与
防疫工作的经验来看，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小区封闭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员核酸检测，而3月

21日当天刚好赶上了下雨，这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检测
工作的难度。披上一件一次性雨披，林国荣一头冲进了
雨里，有过防疫工作经历的他很清楚，越是在这个时
候，那些邻居越需要来自身边人的安抚。“首先我自己
不能着急，不能流露出那种沉不住气的情绪来，大家
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觉得‘哦，一切还好’；再加上我
的嗓门比较大，不断地告诉他们，没事，别急，很快
就能轮到了，在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天
的检测工作比较顺利地就完成了。”

一直到晚上回到家里，林国荣才感觉到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疲乏。“白天忙起来之后，整个
人都是绷着的，神经也保持高度紧张，生怕哪
个环节出了问题，根本就觉不出累来，等到人
彻底放松下来之后，才感觉不对了。”因为
忙，林国荣甚至没有注意到，虽然穿着雨
披，但自己从上到下还是全都湿透了，坐
着缓了半个多小时，腰酸和背痛的感觉
才减轻了一些。“在外面一天，脚一直泡
在湿透了的鞋和袜子里，已经有些肿
了，但是回家之后好长一段时间，连脱
袜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不过想到能帮
着大家做点事情，能为社区防疫做
点贡献，即便只是抗疫战场上的普
通一兵，苦点累点也值得了。”

“随时准备上战场”
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人投入到抗疫志愿者的行列，林国

荣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林国荣的家里，一直放着一只随时可以拎起来就走的行李

箱，里面装好了换洗衣物和牙膏牙刷等生活必需品。“我一直
觉得，疫情面前，我是一名随时要冲上战场的战士，所以必须
提前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或许是一种习惯，林国荣的行李箱里，特意放了一件
申花队的蓝色球衣。“虽然已经不在职业联赛这个圈子里
了，但是我从来都把自己当做中国足球的一分子，包括我
现在的工作，就是以培养年轻裁判为主，这件球衣也可
以提醒我，永远不要忘了一个足球人的初心和使命。”

小区封闭期间，只要情况允许，林国荣就会发挥
自己的专业特长，催着身边的人居家“动起来”。“专
家说过，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心情，可以有效地提高人
体免疫力，增加抵抗力，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有空
的时候动一动，不但可以活动身体，也能舒缓心
情，所以我经常会提醒他们，起来活动一下。”

在林国荣的带动下，原先一直跟他一起踢
球聊球的朋友，也加入了小区志愿者的团队，变
身“家园守护者”。“陈正言是专业做足球青训
的教练，翁立峰是上海开放大学的，还有教小
朋友练跆拳道的杨鑫，他们现在跟我一样，
都在做小区志愿者。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
有限，但是当更多人团结起来之后，力量
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
努力，把体育的精神和力量传递给更多
的人。我们说好了，疫情期间，我们通过
做志愿者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服务，等
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一定会通过各种
方式，帮助社区居民动起来，让更多
的人体验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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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

荣不止一

次地想过 ，

如果那天没有

回家去拿药，或

者如果当时他的

动作能再快一点 ，

是不是就能躲过3月

21日的那一“封”。

在因为小区突发疫

情被“关”起来之前，林国荣

原本作为单位所在的虹口区

的选派人员，到浦东机场参与防

疫的。 “我有点高血压，就想着回

去拿点药带在身边， 结果进了小区

没多长时间，大门那边就封掉了。 ”

没有任何犹豫， 在电话里跟单位

领导交接好手头的工作后， 林国荣第一

时间找到了小区所在的延吉街道控江东三

村党支部书记林冬梅：“我是共产党员，也是

‘老抗疫’，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们一起战斗！ ”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还不解气的话，你打我几下吧”
从绿茵场上不讲情面的“黑衣

法官”，到如春风般和煦的社区志愿
者，让林国荣在两种看似“对立”的角
色中自如转换的，是他无时不刻提醒
着自己的责任感，一种属于共产党员的
责任感。
2021年，林国荣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时刻，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
党员。“对我来说，这只是我人生新征程的
一个起点，我必须用更高和更严格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因为我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
整个党组织。”
当年执法甲A和中超联赛时，林国荣是裁

判圈子里有名的“铁面判官”，很多球员看到他
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怕”。不过，脱下裁判服后，

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林国荣，也瞬间从
人见人怕的“虎”变成了人见人爱的“猫”。一次在社
区核酸检测时，因为等待的时间稍为有点长，再加
上当天气温比较高，一名50多岁的男性居民忍不
住爆发了。“我原本就是在正常地维护秩序，提醒大
家排队时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把手机里的二维码提
前准备好，这样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可能是因为
我一直来回在走，喊的时候声音大了一点，那位先
生觉得我是在针对他，所以就冲着我发火，质问我
为什么做个核酸检测要等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受不
了了。”
虽然当时也是一肚子委屈，但林国荣很清楚，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跟对方吵的，因为那样只会激
化矛盾。“我就先跟他说‘对不起，可能我刚才的态
度不好，我跟你道歉’，然后又跟他解释，因为现在

排队的人比较多，等的时间稍为有
点长，但是那些来采样的医护人员从
早上忙到现在，饭没吃，水没喝，厕所
也没法上，为的就是尽快完成采样，让
大家早点回去休息，这个时候大家更应
该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支持，只有
这样才能把检测工作做好，对不对？”

经过林国荣耐心的解释和安抚，那位
居民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随后林国
荣又跟他开起了玩笑：“这样吧，如果你觉得
还不解气的话，你干脆打我几下吧，出出气，
然后咱们再定定心心地排队，好不好？”听到
这些话，旁边的人全都笑了起来，原本有些尴
尬的气氛，也因为林国荣的这几句话，重新活跃
了起来。

按照上海市的统一部署，进行封控
的小区要进行至少两次核酸检测，随后
又增加了大规模的抗原检测。对动辄上
千甚至几千人的居民小区来讲，想要完成
“一个都不能少”的检测，单靠有限的医务
人员，想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无论难度
还是强度，都可想而知。“2020年在浦东机场
参与防疫的时候，我接受过检疫方面的培训，
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穿上防护服，戴好手套消好毒，林国荣瞬间

变成了协助居民抗原检测采样的“小姐姐”。“因
为做这项工作的女同志比较多，大家都习惯性地
叫她们‘小姐姐’，结果很多人看到我都会笑出来，
说林老师你连这个都会做啊……”
小区封控期间，林国荣到底“捅”过多少人的鼻

子，连他自己也没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前后加起
来的话，应该有500多人次吧。”让林国荣没有想到的
是，因为“捅”的人多了，他还得了一个“总捅”的外号：
“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总是我在‘捅’他们，所以给了我
这么一个威武霸气的称号，哈哈。”

对已经熟练掌握了“捅”人技能的
林国荣来讲，采样工作当中最难的，还是
上楼上门采样。“有些是常年卧床的，有
些是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下楼的，我做的
（采样）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先生今年已经85
岁了，我们这里又是老小区，没有电梯，所以
每次都要背着东西爬上爬下，到家里去给这
些居民做抗原检测。这种（采样）大概做了有
50多次吧，反正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应检尽检，
一个人都不能少。”

闲不下来的林国荣，一直都在给自己“找
事”，所以即便在面积不算太大的小区里，他每天
的步行数都是以“万”来计算的：“多的时候能超过
40000步，基本上都在30000步左右吧，反正就是到
处走到处看，哪里有事情要做，我就在哪里帮忙。”

也正因为如此，在林冬梅眼里，热心肠的林国荣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能战士”。“全员做核酸检测时，
他（林国荣）在维护秩序；有快递时，他是爬楼上门送货
的‘小哥’；运送物资时，他是不惜体力的‘搬运工’，反正
不管有什么事，找林老师就对了。”

全能战士

林国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