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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体彩人杨浩投身抗疫一线

他告诉我们凌晨4点的上海
疫情期间，徐汇区体彩办的杨浩来到社区、进入方舱，走

最难走的路，干最辛苦的活，为基层抗疫工作分忧解难。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化身“大白”的杨

浩冲锋在防疫一线，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传递着温暖与光
芒，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张立

3月30日，杨浩主动请缨加入到
徐汇区体育局支援康健街道的志愿者
队伍，投身抗疫工作第一线。“我住在
徐汇区凌云街道，3月 11日就被封在
家里了，听说基层有需要，我第一时间
报名，加入到全区的抗疫工作中。”由
于是整个徐汇区机关志愿者中唯一有
驾驶证B照的，小杨每天一早5点多
就要出门，4点多起床的时候甚至天
都没完全亮。“科比说过，你见过早上
4点的洛杉矶吗？而我那段时间经常
见凌晨4点的上海。每天都是天刚蒙
蒙亮，我便驾驶着公务用车将所有志
愿者安全送达各自支援的小区。当时
我们全都住在徐汇区的青少体校的宿
舍，感觉回到了大学的军训时代。”

送完了同事们，杨浩以最快速度
换上“大白”，进入自己支援的康健街
道寿昌坊小区，开始一天忙碌的工
作。当时，寿昌坊属于疫情较为复杂
的小区，老年住户和外来人口偏多，
百岁老人有好几个，90岁以上的更
多，还有好些瘫痪卧床的。由于是首
次做“大白”，杨浩直言当时有些紧
张。在同行伙伴的耐心指导和帮助
下，他迅速掌握了穿脱防护服的注意
事项，全身心投入到支援抗疫工作中
去。“寿昌坊里老人特别多，‘阳楼’也
不少，从发放抗疫生活物资到配发抗
原检测盒，每天上下楼要很多次，不
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不仅如此，杨
浩还还利用自己有车辆通行证的优
势为有需要配药的老人去社区指定
药店买药，工作可谓是连轴转，忙得
不亦乐乎。“但每次看到老人们期待
的眼神和收到物资时开心的笑脸，我
觉得作为一个‘80后’年轻人，再苦
再累也是值得的。”

碰到核酸筛查时，小杨的另一相
关重要工作是为不会用手机的老人申

请核酸码。他专门做了一个表格，把
寿昌坊里年龄大的老人做了总结，确
保他们能正确快速完全每一次核酸检
测。“偶尔也会碰到不少不愿意下楼做
核酸的老人，或者抗原阳性还想下楼
做核酸检测的。我通过耐心地劝说和
积极地引导，化解了不少问题，获得不
少小区居民的点赞和表扬。”

每天完成在寿昌坊的工作后，杨
浩再次回到司机岗位，把分布在其他
点位的志愿者一一接回徐汇区青少体
校休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结束
所有任务后，往往已是次日凌晨，小杨
洗漱完毕上床休息，睡不到五个小时
又要起床。对此，他从不抱怨。“谁叫
我有B照呢？能为大家服务真的很开
心。每天和志愿者们在车上相互鼓
励、共同克服困难的那段行程留给我
很多美好回忆。”

特殊的“专车”司机

到了4月底，徐汇区青少体校成
为了健康隔离观察点，负责接收方舱
转阴后需要在健康隔离点继续观察一
周的人员。杨浩又申请成为隔离观察
点志愿者，冲在最前方干最辛苦的
活。

仅仅用了三天时间，他和同事们
就完成了“小方舱”物资的接收，在羽
毛球馆和篮球馆里搭建了500多个隔
离床位。“每天我们6点半就开始工作
了，先是统计每天要进舱的人员名单，
然后就是清点人数发早饭、问需求。
紧接着，又会有一批‘新人’进舱，我们
要再次进行信息登记、安排床位、发放
物资。到了下午，还要开出舱证明，对
接来接送的车辆信息。”换句话说，在
隔离观察点的日子里，除了吃饭睡觉，
杨浩基本上每时每刻都在为隔离观察
人员而忙碌。

5月的申城已进入初夏，穿上防

护服的志愿者没过几个小时就会感到
头晕、呼吸急促，稍微多走动几下便会
汗流浃背。但小杨坚持每天开车去指
定餐馆运送每天的三餐，回到隔离点
第一时间分发给大家。一趟下来，脱
下“大白”，穿着的T恤和裤子都能拧
出水来。“我就当减肥了，这次瘦了十
多斤，以前健身都没这样的效果呢。”
杨浩调侃道。

除了每天对观察人员进行信息登
记与事务办理，小杨还要进行健康心
理疏导和一些突发情况的处理。“除了
常规的体温检测，、核酸采集、三餐配
送，我们还要承担很多心理辅导工
作。因为隔离点里有大量外来务工人
员，其中还有一些重大疾病患者和残

疾人，他们因为较长时间在方舱隔离，
会产生恐惧和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担
忧，时常会出现情绪波动，并对志愿者
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对此，我们保
持足够的耐心，聆听隔离人员的诉求，
努力安抚他们焦躁的情绪。同时，我
们向上级领导汇报相关情况，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帮助部分重大疾病患
者外出化疗和就医，给一些困难人员
安排宾馆或临时收容点。”每当听到隔
离人员在行将离别时道出的那一声
“感谢‘大白’，你们辛苦了”，他与同事
们倍感温暖，用笑声化解所有的苦和
累。更令人欣慰的是，有些康复的转
阴人群选择隔离结束后留在舱里做志
愿者，使得整个志愿者队伍更加壮大，

工作也变得更加顺利。“他们因为都经
历了所有流程，所有后来转做志愿者
可谓熟门熟路，也帮我们分担了不少
工作。”

截至5月22日关舱，徐汇区青少
体校一共接待了1200多名阳性转阴
后需要健康观察的人群。不过其中有
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固定的住所，
工作单位也因为疫情没有营业，他们
之后只能踏上了回乡的道路。但5月
的火车票并不好买，杨浩和同事们通
过各个渠道，帮助他们在关舱前顺利
买到火车票，并安排车辆送到火车
站。“在特殊的时刻，我希望他们安心
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再来上海，相信
以后的生活一定会更好。”

“瘦了十多斤, 我就当减肥了”

在隔离点工作之余，杨浩还要兼
顾本职工作，每日通过微信群了解徐
汇区体彩工作人员和彩票从业人员的
健康和安全情况。“我利用碎片时间，
积极与市体彩中心沟通，汇报本区体
彩从业人员的抗疫相关情况。到了5
月底，很多体彩业主都在询问疫情结
束后体彩复工的相关政策，我也第一
时间将市体彩中心的信息反馈给大
家，为后疫情时代区域体彩各项工作
的顺利开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其中，小杨还了解到很多体彩业
主在隔离期间争当志愿者，为所在小
区的抗疫工作奉献力量。“许多体彩人
都成为了志愿者，大家放弃了休息，用
自己的信念和汗水守护着这座城市，
用一道道蕴藏着拼搏进取的体育精
神，彰显了体彩人的责任与担当。”同
样作为疫情期间城市的逆行者，杨浩
觉得很自豪，家人也对他的工作很支
持。

如今，徐汇区体彩销售网点的复
工率接近百分之百，6月的销量也蒸
蒸日上。“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尽最大努力
扎实做好防疫工作，申城一定能彻底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体彩的明天也
会越来越好。”杨浩感慨，前几天，上海
市体彩中心出台了《上海市支持体育
彩票销售助企纾困具体措施》，给每个
体彩门店都进行了现金补助，让体彩
业主们倍感欣慰。“我们区这个月的体
彩销售额是相当不错的，店主们都说
顾客们在复市的第一时间再次购彩，
生活充满希望。”小杨相信，年底的卡
塔尔世界杯一定会再掀起足球浪潮，
更多人会加入到体彩的大家庭，感受
体育带来的激情与享受。

不忘体彩
本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