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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高境镇
某小区内，当“核酸组”
的志愿者一齐穿上“95
申花”定制版防护服
时，14双面罩下的眼睛
都有些湿润了。相关视
频在网上引起热烈反
响，网友感叹梦回1995
年，那些球衣号码的原
主人留下点赞痕迹。

刘昌隆是这支 “申花

队 ”中的一员 ，也是

这套防护服的手绘创作者 。

有人调侃他们，“哪个小区的

中年人如此优秀？ ”他对此哈哈大

笑，“狡辩” 自己应该是 “中年少

年”。 无论是老去这件事，还是身

为志愿者的辛苦， 抑或是事业的

变故，刘昌隆都能坦然处之。 他用

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

爱，治愈着自己，也影响着身边的

人们。

复刻“迎难而上”
的城市精神
我叫刘昌隆，是“80后”，从事

餐饮行业。 我们小区封控至今有

一个多月了， 我参与了志愿者的

工作，基本上每天早出晚归，比上

班都忙。 可能因为关在家里的居

民比我们这些志愿者获得信息的

渠道更少， 我发现他们的心情更

加沉重。 每次居民下楼做核酸检

测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抱怨声。

我大学里学的是设计， 所以灵机

一动， 想着通过有创意的方式传

递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一开始我在防护服上画的是

简单的表情包，不是很正式，但反

响不错，大家都觉得很诙谐。 我还

写了“上海必胜、核酸全阴”这样

的字， 参与核酸采样现场工作的

志愿者们衣服上都有， 大家那天

都挺开心的。 生活虽然沉闷，但这

算得上一种热爱生活的方式。 很

多居民也觉得很好玩， 纷纷拍下

来发到了网上。

那次引发了我从一开始带有

玩笑性质的创作到后来认真起来

的正规化创作。 前两期我画了黑

猫警长、葫芦娃，都是我们从小看

的、 来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

品的知名动画片。 而且我把动画

片里正面、 反面的角色都捏到了

一起，有蛇精、蝎子精，包括一只

耳、食猴鹰，都不再为非作歹，而

是同仇敌忾、参与抗疫。 大家排队

做核酸检测的时候， 这样的图案

尤其能给孩子们带去欢乐。

有一天，我们“核酸组 ”讨论

起下一期画什么， 我当时希望不

单单是画作， 更需要传递给居民

一些心声， 也就是我们此刻最想

让他们看到的东

西。 我想， 没有什

么比“95申花”和那件白色

队服更能够振奋人心的了。 疫情

当下，大家都挺难的，但我们这群

人是充满正能量的 ， 就和那批

1995年的老申花球员一样， 不惧

困难，迎难而上。

那天值班结束后， 我就开始

画了，本来准备就画个五六件的，

画画范志毅、谢晖、成耀东这些当

时有代表性的球员， 但是画着画

着，陆续收到很多志愿者的私信，

他们都提出给他们画申花球员的

请求。 我想，那就凑一个队吧，顺

势把徐指导也画上去了。

很巧的是， 小区里的申花球

迷志愿者之前从未表露过身份 ，

却几乎在同一时间全部出现了 。

大家对于“95申花”都有着很深的

情结，对于这种形式群情激昂。 还

有一个没出现在视频里的志愿

者，我给他画了个11号李晓。 当时

也是他先给我发了私信， 最开始

问的是可不可以给他画个机器

猫，因为老婆和孩子喜欢。 我说，

明天的主题不是机器猫， 但我可

以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申花战队 。

他听到“申花”两个字一下子就很

激动地说自己可是申花死忠。 我

说那就好，号码就随便给你了，可

以在号码边上给你加个机器猫。

我自己穿的是10号刘军。 本

来我准备穿的是我最喜欢的范大

将军， 后来有个老大哥要我把范

志毅让给他，毕竟他比我年长，我

就把5号让给他了。 在我心里面，

1995那代申花是最特别的存在 ，

那批球员不是为钱而踢球， 是真

正的热爱，为共同的目标去拼搏。

后来的申花队，我也有关注，虽然

成绩不好， 但是老申花迎难而上

的精神一直在传承。

申花就是上海的一张

名片，是“上海城市精神”的

体现。 疫情期间，当大家看

到申花元素的时候，不管是

不是申花球迷，很多居民都

为此点赞。 作为上海市民，

大家心里面都是非常认可申花

的，始终有一种荣誉感。

定制“核酸路线”
居委含泪感谢
我们发布这个视频的时候 ，

根本没想过要带来多大的影响 ，

初衷是汇报志愿者的工作， 记录

小区居民的生活状态。

我们主要在医生来小区核酸

采样的时候才穿上手绘版的防护

服，作为“核酸组”帮助医生分发

采样管、维持队伍的秩序。 我们要

做好居民排队路线的设计， 工作

细致到还会考虑居民心情， 从而

设计出几条不同的路线， 有时候

让他们由北向南走， 有时候由南

向北走。 有居民会问，为什么不是

固定的路线？ 我们就调侃，这是今

天为你们规划的长白山旅游团路

线，所以往北走；明天是海

南岛路线，

所以往南走，

让你们探索

新的路线换一换

心情。 大多数居民

都看到了我们的用心，周边

小区都很羡慕。 来我们小区的医

生也说，每次来这里都很开心，称

赞我们是他们来到上海抗疫后见

到的志愿者“天花板”。 有些不敢

当，但是我们的工作真的很细致，

而且都是自发的， 也算是为小区

和上海的抗疫付出了绵薄的力

量。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

过兵， 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对自

己的人生有了一个交代， 抗疫就

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我

看到小区从“封控区”降为“管控

区”以后，孩子们可以暂时在楼下

奔跑，大家暂时安居了，脸上有笑

容了， 我感觉当初选择做志愿者

的决定非常正确。

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基层工

作者了。 我们的居委书记加上块

长总共才三个人， 负责整个小区

将近3000多户居民。 他们就算不

吃不喝24小时工作也不可能忙得

过来， 所以志愿者都很愿意配合

和付出。 居委书记和块长有一次

含着泪对我们讲“幸亏有你们”。

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但

疫情之前， 我们一栋楼上上下下

十几层包括对门之间见了面都是

不会打招呼的。 让我欣慰的是，现

在我们就算戴着口罩都能一眼认

出彼此。 虽然疫情把大家都关在

了家里， 但一部分人的心灵被拉

得越来越近了。

帮助老人不避嫌
支持儿子踢球
以前为了避嫌， 我并不乐

意分享自己餐饮方面的资源 ，

以免因为品质问题惹事生非 。

但这次我们楼里有老人抢不到

菜的时候， 我就愿意站出来分

享资源， 联系了一些供应商给

老人提供物资， 他们拿到这些

东西很开心，我内心也很满足。

工作的餐饮店

刚关门的时候，我很焦

虑，但隔离在家后慢慢豁达了。 我

愿意走出去做些有意义的事 ，并

没有把餐厅倒闭这件事特别放在

心上。 每一代人都会有不同的经

历，等到这个山头翻过去了，再回

望这段时光也许会是一种不一样

的精彩，是无法复刻的。 相信我们

现在所经历的总归会过去。 大不

了从头来过，再重新创业。

我们每天也会遇到不少怨天

尤人的居民，从内心来说，我们还

是希望大家能够正能量一点 ，目

光放远一点。 心小了， 事情就大

了；如果心大了，事情就小了。 我

太太也疑惑我这段时间怎么没心

没肺的，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说

明我心宽了，事情就变得很小。

做志愿者的过程中， 我最感

动的不是来自居民的谢谢， 而是

当我像从汗蒸房里出来一样回到

家， 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6岁的

儿子看到我脸上都是口罩、 面罩

箍出来的印子，对我说“爸爸辛苦

了”。 他和他妈妈说过，自己以后

也要像爸爸一样， 为小区居民服

务，这句话特别触动我。

这次的照片和视频据说也被

很多老申花球员看到了， 因为我

的朋友圈被刘大祥（原申花球员）

教练看到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我儿子是他学生，在他那边踢球。

这些照片可能也对刘教练有所触

动，引起了共鸣。

我很赞成男孩子进行足球运

动，一定会让儿子坚持踢球，踢球

这件事和我们现在大人所面临的

生活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我和基

层的足球教练聊天的时候， 他们

都再三问我确定要让孩子走这条

路吗？ 我没有想过百分之百让儿

子去走职业化路线， 但是男孩子

至少要强身健体、参与团队运动。

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是一个懂得

团队配合且无私的人。

孩子外公和爷爷看到他在球

场上摔跤了心疼，我让他们别扶，

每个孩子都有必须面临的坎 ，摔

倒了就自己爬起来， 必须让他自

己去走这条路， 就跟我们如今一

样。 我爸最近三天两头关心我吃

饭了吗？志愿者工作怎么样？他也

心疼我，但我告诉他，这是我们必

须经历的。

上海好邻居
刘昌隆&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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