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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盒上一百单八将

纪念“平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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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段特殊的“徐汇记忆”
档案馆永久珍藏

C
创作过程历时一月

“暖心手册”传唱邻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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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施阳

面对疫情反复，

为了守护我们共同的

家园， 大家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在这期间，

不少市民在积极配合

防疫工作的同时，也用

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了

心中难忘的点点滴滴：

有人把《水浒传》中的

一百单八将连环画形

象搬上了抗原自测盒；

有人将志愿者们的故

事汇编成册；有小区的

“抗疫记录” 还被区档

案馆永久收藏……

如今， 生活已渐

归常态， 这些居民们

自发完成的创作，无

声地诉说着这段难以

忘怀的经历， 身边的

“平民英雄”值得人们

尊敬。

家住闵行区虹桥镇的陈建华自小

喜欢绘画，家中总是有成套的画笔和颜

料。 平日里他也是一位关心社区事务的

热心人，本轮疫情期间，他本想报名参

加社区志愿工作， 尽自己的一份力，但

居委干部婉拒了他， 对他说：“陈老师，

体力活还是交给我们年轻人来干，您在

家照顾好自己，也是一种贡献。 ”

可陈建华仍然闲不下来，他无意间

看到家中每天使用完后废弃的抗原自

测盒，便想着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一

些手工作品。 他找出了能在塑料表面长

久保存的丙烯颜料，尝试着在抗原盒的

背面画了神话人物“钟馗”，并将照片发在朋友圈，为大家“祈福祝愿”，极

大地安抚了大家当时的一些焦虑情绪，得到了邻里间的一致好评。

这给了陈建华很大的鼓励和信心，他接连创作了“贾宝玉”“关羽”等

传统形象，还发挥巧思，在盒子内部粘上了一块磁铁，这些画着精美人物

的抗原盒摇身一变，成了冰箱贴，装点了邻居亲朋们的生活。

一次下楼做核酸时，陈建华看到“大白”们辛苦忙碌的身影，回想起

这几个月来每一次的核酸检测、物资发放，都有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坚守

和付出。 虽然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统一的防护服就像士兵的

铠甲，而这些一线人员，就像是战场上的一个个英雄。 陈建华联想起了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都是平民英雄，自己为什么不把一百单八将也

搬上抗原盒呢？

有了这个想法，他立刻行动了起来，要画这么多人物可是一个“大工

程”，陈建华查阅了许多资料，决定将连环画家颜梅华先生创作的一百单

八将形象作为蓝本。 丙烯颜料干得快，所以要求下笔又快又准，但小小的

抗原盒容易滑动，陈建华便效仿篆刻工艺的印床制作了一个底板来固定

盒子。 创作过程中，难免遇到个别人物的造型超出了小盒子的范围，这就

需要二次创作和改动， 经过不断摸索，

陈建华的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 亲朋好

友们得知陈建华的“计划”，也纷纷拿来

了自己家的抗原盒支持他。6月下旬，这

个数量庞大但做工精巧细致的作品终

于全部完成。 陈建华也趁着物流恢复，

第一时间订购了相框来装裱抗原盒。

看着 108 个整整齐齐排列着的人

物，陈建华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雄厚豪迈

的“好汉歌”，这段特殊的抗疫岁月，就

这样被永远地留存了下来，成为大家记

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徐汇区档案馆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捐赠藏品———来自徐家汇

街道爱华居民区佳安公寓的抗疫记录。 这厚厚一叠文稿，事无巨细地

记录了佳安公寓在几个月抗疫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从如何科学安排动

线从而加快核酸检测的速度，到每一次团购的报备和统计，再到疫情

后期为居民们组织的公益理发……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十分翔实。

这份档案的记录者是佳安公寓的志愿者王茜，她表示，最终整理完

成的档案只是这几个月来繁忙工作的“冰山一角”。 起初大家是为了工作

方便，许多方案和信息一式多份印出来发给志愿者们。 随着工作的深入，

大家也会在每天休息之后开会复盘探讨：今天下雨导致核酸排队时间有

些长了；筛查时间要与医务人员的安排相互协调；偶尔出现变动时志愿

者无法及时补位到岗……越来越厚的纸张， 记录着佳安公寓的抗疫之

路，也记录下了居委干部、物业工作人员和每一位居民志愿者的辛勤付

出，大家不仅动手出力，还动脑想办法，劲往一处使，心是一样齐。

4 月中旬，缺药成了居民们的心头大患，也成了志愿者团队工作的

重中之重。王茜发挥了自己曾做过医护工作的经验，针对代配药提前做

足了准备。她请业委会收集好居民们的需求并制成统一的表格，再请小

区里的专业医生分辨药品是否急需， 最后由志愿者收集居民们的医保

卡和病历本， 并征询居民缺药时是否接受替代药等信息。 每次出门配

药，志愿者都要花上一整天，拎上数个大包小包回来，还经常需要先行

垫付费用。 但得益于提前做好的功课，王茜和小伙伴们每次都能“圆满

完成任务”。

而疫情期间的“团购”，也是这份档案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章节，既

要保障居民们的需求尽量得到满足，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志愿者的工作

量。 每一位团长都需要遵守“提供资质、事先报备、公开透明”这些准

则，与此同时，大家

也细心考虑到小区里不太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老人，每一次团购都会为他

们多买几份并逐一送上门。 这些信

息，也都被保留了下来。

一位居民曾这样评价这份记录：“不

值什么钱，却饱含着浓浓的邻里情。 ”

作为“徐汇记忆”的一部分，徐汇区档案

馆的相关人士对这份“沉甸甸的捐赠”赞赏

有加，也对佳安志愿者团体完好保留并赠与的这份珍贵资料表示感

谢：“这些捐赠对于现有的馆藏资料是有效而全面的补充。 若干年

后，当我们重新翻阅，不仅有政府机关的官方制度方案措施留档，还

有鲜活的民间真实记录留存……”

“在此次抗疫过程中， 我们小区的社区干部和志

愿者们在勇敢无畏中艰难跋涉，全力筑牢社区防疫屏

障、保障居民生活，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时刻温暖着

居民们的心。 所以，我们想以此纪念册献给所有的基

层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 ”家住徐汇区凌云街道阳光

新景小区的居民有感而发。

近日，记录着小区抗疫瞬间、邻里间互帮互助的

一本 40 页“图文集锦”手册，在居民手中传递开来。

这份珍贵的暖心手册由阳光新景小区 29 号楼居

民、上海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葛燕萍，与邻居李有华、

赵秀阁、徐兆康等人一起策划、撰稿、汇编，历时一个

月创作完成。 葛燕萍的老伴、上影国家一级导演史凤

和也在幕后“出谋划策”。

疫情面前，没有人是“局外人”。 葛燕萍说，虽然自

己年龄偏大，无法去一线支援，但想在后方参与抗疫

志愿工作，希望通过这本手册，带给居民们温暖和希

望！ 据了解，阳光新景小区有 393 户、1000 多位居民，

其中 29 号楼住着 20 户、57 位居民，他们多是中老年

人，在小区中住了近 20 年。“这两个多月凝聚起的邻

里情，胜过了 20 年！ ”葛燕萍快人快语道，她住在小区

快 20 年了， 退休前早出晚归上班， 很多邻居都不认

识。 此次社区携手抗疫中，邻居间互帮互助，大家不仅

彼此重新认识了、熟识了，更成为了好朋友。

第一次核酸检测、志愿者队伍组建、小区成为防

范区……葛燕萍一次次捕捉“动人瞬间”，将自己看到、

听到的故事写成一段段感悟；她还保存下邻居们拍的照

片并备注好时间、地点，同时细心地收集微信群里的志

愿者照片和信息。 空闲时，她就仔细地将文章段落、小插

图位置罗列好，标注底色、花纹、排版等要求，并拜托一

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设计师，线上排出电子版，她在“云

端”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调整版面，反复推敲每个细节，有

的页面甚至要改十多次。 最终历时一个月，129 张照片、

59 篇文章和心得、 记录了两个多月的抗疫故事终于汇

编成册。

“和楼里的志愿者相比，我其实真没有做什么。 ”

看着搜集来的一个个志愿者和暖心好邻居的故事，葛

燕萍也被深深感动着。 赵秀阁、王平方夫妇是小区的

志愿者夫妻档。 赵秀阁作为小区“团长”，为了居民的

菜篮子，经常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李有华、徐兆康夫

妇也是夫妻齐上阵，把邻里小事都放在心上。 李有华

作为楼组长，各项志愿服务都冲在最前面，她也很关

心老年居民，对人口多的家庭，会特意为他们多申请

一份物资。 还有李璐璐、张幼丰、沈玲珍、徐俊敏、董静

韵、王敏、周权、孙晨、张波等志愿者们的风采也都一

一收录在册。 生动而真实的抗疫故事展现在大家眼

前，也印刻在居民们的心中……“图文集锦”微信版在

小区和朋友间传扬开，收获一片欢呼与点赞。

对此， 葛燕萍动情地说：“这份手册是团队用心、

用情、用爱编撰的，收获大家的赞誉，我很欣慰！ 记录

历史，留痕珍藏。 ”

■作品创作过程中

■陈建华与他的作品

■40页“暖心手册”

■捐赠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