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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 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银山
一居正式被纳入防范区的范围。 过去的两个月

时间里， 张增胜和妻子郭丹丹一直都忙碌在小区的
各个角落。 这个上海海港球迷群体内颇为“出圈”的家

庭，在这个特殊时期，投身于社区志愿者服务团队的行列，

为抗击疫情奉献自己的力量。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带头组织小区抗疫
年轻人就应该站出来

我们小区最早是3月9日封闭

的，那时候我正好在外面出差。女儿

张夏涵当时还在学校上课， 因为她

是普陀足校的小球员， 所以基本上

平时都是住校的， 直到12日确认停

课，我就去把她接回来了。当时上海

的疫情形势还没发生变化， 为了不

耽误日常训练， 我们父女两个在外

面找了家酒店住。 3月21日，小区正

式解封，我们两个就回家了。在这近

10天里， 我的太太郭丹丹一直都是

小区志愿者团队的一员， 主要是通

知居民朋友做核酸检测、 维持核酸

检测队伍的秩序。

3月24日凌晨，小区又被通知进

入封控状态，并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小区就

经历过一次类似的情况， 当时我和

我太太就是志愿者， 只不过时间不

像这次这么久。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做志愿者也没有什么初衷或者目

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作为年

轻人就应该站出来， 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

最初几天的工作，主要以喊楼、

送抗原试剂、 卸货这些零星的工作

为主。 3月30日，我们小区的居委会

因为在发放抗原试剂的过程中，接

触到了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 被判定为

密切接触者， 所以整个居委会被转

移出去进行隔离。 虽然说他们可以

通过电话或者微信遥控指挥， 但效

果一般，小区里做核酸检测、发放物

资等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基本上

等同于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 那时

候， 我就在小区志愿者群里组建了

一个“临时抗疫小组”，被大家推举

成为了负责人，并且一直做到现在。

每天只睡四五小时
自掏腰包帮老人买菜
回想起4月初那段时间，确实是

很辛苦，很多工作都开展得不顺利，

自己也比较着急。 因为居委会人员

在隔离，不能与街道进行对接，所以

我就每天作为临时的 “居委干部”，

开车去街道领防疫物资， 包括消毒

酒精、防护服、隔离衣、采样管、扫码

枪等。

从3月31日到4月中旬， 差不多

两周左右的时间， 我每天工作时间

都要超过15个小时， 最多要超过20

个小时， 差不多睡四五个小时就要

起来工作 。 我们小区有125栋楼 ，

1834户人家，4400多号人。 我每天早

上四五点就要准备好七个核酸检测

点位的志愿者分组名单以及进行核

酸检测的人员名单； 早上六七点钟

志愿者集合完毕之后， 给他们分发

相对应的名单， 以及做核酸检测所

需要的防疫物资。

我们小区这里做核酸检测的医

生都是扬州、镇江、无锡等地的援沪

医疗队成员， 我每天都会开车去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把他们接到

小区 ， 然后开展核酸检测工

作。 这两个月时间里，我一

共加了三次油，一箱油

差不多可以跑900公

里， 等于我不出

金 杨 新 村 街

道 ， 跑 了

2700公里。

下午三四点，我们开始卸货、

消杀、分发物资。小区里有一些独居

老人不像年轻人会团购、抢菜，我就

自掏腰包，买了点蔬菜、饼干、矿泉

水等给他们送上楼，反正能想到的，

我就尽量去做。 当然我一个人的力

量肯定是不够的， 后续也是发动其

他的居民朋友一起献爱心， 购置一

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或者防疫物

资， 像我们给每栋楼的志愿者配备

了消杀壶和消毒药水， 要求他们每

天消杀至少五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这些新

手和菜鸟也慢慢总结出了经验，慢

慢就形成了一个固定化的运行模

式。 居委会也在4月25日解除隔离，

回到了小区接手工作。 现在我们小

区有200多个志愿者， 分为了核酸

组、消杀组、配药组、物资组等。 最

初，志愿者什么都做，现在的话就固

定在一个岗位上，偶尔可以兼职，但

前提是完成好自己的首要工作。 我

的工作理念就是做减法不要做加

法，尽量把工作平摊下去，不要全部

累积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话，整个

工作效率也快了很多。

疫情无情人有情
受了委屈也要接着干
在志愿者工作中， 肯定会遇到

被误解的情况。 大家封了近两个月

的时间，有些怨气是很正常的。最不

容易、 最辛苦的， 是核酸组的志愿

者。 首先，他们要穿的是防护服，也

就是“大白”。 我记得第一次穿的时

候，还觉得有点新鲜感，但后面就不

想穿了，实在是太闷了。脱下防护服

的时候， 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

的一样，浑身上下都在滴水，像我们

还出现过志愿者因为低血糖， 穿着

“大白”晕倒的情况。

其次， 核酸组和居民朋友的交

流和沟通最多， 这也导致有时候会

出现一些理念上的不和。 我有时也

会提醒大家， 做志愿者是出于自身

的善良和爱心。志愿者，即志愿忍受

着委屈和不快把事情做完。 如果吵

架就不做了，那不到一周的时间，这

个小区就没有人干活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的志愿者

受了委屈， 一位居民指着鼻子说我

们是拿工资、拿钱的。我的心里当时

就凉了半截，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

但为了这个志愿者团队， 为了这个

小区的其他居民， 我告诉自己不可

以，第二天还要接着干。 有时候，我

也会买一些蔬菜、 水果给志愿者分

一分，既然心里苦，那就吃点水果甜

一甜。

当然，类似的情况只是个例，大

部分的居民朋友对我们的工作还是

很包容和理解的。 我觉得自己每天

也有被在身边的人感动， 像楼下的

住户知道我们家夫妻两个人都是做

志愿者的，每天都会“投喂”我们，做

好热腾腾的饭菜送上来， 真的是非

常感动。 我们家所在的楼栋一共有

12户人家， 基本上彼此之间都交换

过东西，所以说疫情无情人有情，这

两个月的时间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

系，人情味也更浓了。

自我3月31日组建了所谓的“托

底群”， 到现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面的每个志愿者都付出了很多。 直

到今天，只要有需求，大家还是可以

5到10分钟内集结完毕，能够保持如

此高涨的热情是很不容易的。 我一

直说抗疫，不仅仅是拼体力，更拼的

是毅力，是凝聚力，只要这股精气神

在， 我相信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战

胜。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整

个团队的气氛也越来越好， 甚至出

现了竞争上岗的情况， 这是让我感

到非常开心的事情。

给女儿体验式教育
从小培养她集体意识

我们小区在5月13日成为防范

区， 可以说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已经

顶过去了。最忙的那段日子，我们夫

妻两个人真的是都顾不上女儿 ，

在家陪伴她的时间寥寥 ，可

以说是舍小家为大家了。

我女儿是普陀足校的

队员，除了日常的

网课，还要兼顾

一 些 日 常 的

居家训练 ，

需要拍摄

视频给到教练， 有些时候我们甚至

只能麻烦邻居帮忙。

让我很欣慰的一点是， 女儿无

论是上课还是训练都非常自觉和努

力， 也能理解我和太太的志愿者工

作。现在，我太太已经不再参与志愿

者工作了， 我也能够抽空陪她到小

区里，找一个空旷点的地方，做好消

杀处理，然后做做一对一的对抗、步

伐练习，或者跑跑步什么的。

做志愿者工作的时候， 其他的

顾虑倒是没有， 主要还是担心影响

到女儿。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小区封

了十六七栋楼， 上百户人家不可以

出门，说不怕那是假的，每个人都有

脆弱的那一面，但怕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做好防护。

每天回家之前， 我都会做好消杀工

作，包括整个楼栋的楼道，毕竟整天

在外面跑，将心比心而言，邻居有顾

忌也是正常的， 毕竟一个人出现问

题，整栋楼都要封掉。 幸运的是，我

们所住的楼栋没有出现过一例阳性

患者， 整个志愿者团队也没有在工

作过程中出现过感染的情况。

因为小区现在是防范区， 所以

在最近一次发放物资的过程中，我

也是带着女儿一起参与了志愿者工

作。我觉得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很好

的体验式教育， 要培养她这个为人

服务的集体意识和概念， 引导她成

为一个善良的人， 对她未来的成长

会是很大的帮助。

上海好邻居
球迷张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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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球迷家庭因抗疫再“出圈”

现实教育课，全家总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