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发生后，医用防护服、护目

镜、N95口罩等成为全国各地紧缺物
资。市青联、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出

倡议，希望爱心企业、人士和社会各界
朋友捐款捐物，同舟共济。

于是，一个个微信群诞生，并且人
和手机都几乎 24 小时保持充电状

态———在沪全国青联常委、市新联会

副会长邵楠的手机里，一下多了 30多

个群。越南采购群、韩国口罩供应群、

加拿大救灾物资援助群、上海护目镜
防护服群⋯⋯每一个群有新消息闪动，

他几乎都“秒回”。市青联委员、UCloud
创始人兼 CEO季昕华也开启了“全球

购”模式：凌晨 3时对接完美国资源才
入睡，一早 8时就起来继续跟进；下午

则对接欧洲国家，2只手机不离手。多一
次对接，就多一份希望，增一分平安。

    最近，我的采访多数是和 00后、

10后“打交道”。 原以为疫情与这些
被细心呵护的祖国花朵有点“距离”，

却不承想他们身上也正发生着一些
动人的故事， 里面有 15岁的少年从

海外“人肉”扛回上万只口罩，有志愿
当起“少年翻译官”为外国友人传递

最新疫情信息的中学生，也有从全球

募集医疗用品援助疫区的大一女生。

他们仍然是爱说“奥利给”的一

群人，依旧是每天会为自己喜爱的明
星刷帖的一群人，但是，当他们的口

中不断蹦出“钟南山”“张文宏”“最美
逆行者”这些新名词的时候，这群年

轻人说：这些抗疫逆行的“凡人英雄”

已经成为他们的新偶像，让他们也想

为抗疫“做点什么”，甚至正在改变他
们未来的人生。参与志愿翻译的一名

市西中学高三学生就说，和时间赛跑
的病毒科研人员， 深深打动了她，她

想在未来也成为一名“病毒研究者”，

为人类的健康护航。

确实，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猝不
及防， 熟悉的生活被按下了 “暂停

键”，没有谁能置身事外。但又恰恰是

这场疫情，给每个人上了一堂特别人
生课，这堂课关乎生命，关乎亲情，更

关乎理想和信念。

前几天， 浙江宁波教育局长作为
线上主讲老师开讲，向该市的中小学生

发出“灵魂两问”：疫情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该努力成为怎样的人？青少年时期

是人迈向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
重要起步阶段。在这个被发展心理学称

为“重要他人”的生命阶段里，青少年特

别需要人生榜样、青春偶像。

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加长版”的

特殊寒假恰好是一个契机， 给予了他
们更多了解世界的时间， 也给予他们

更多思考人生的时间。 “最美逆行者”

“凡人英雄”能成为年轻人的新偶像是

好事。在这场疫情中，新偶像们积极对
待世界的方式就像一道光， 正引领着

我们一步步走出无知和恐惧、 盲目和
偏见，来到开阔的光明之地。这道光也

照进了年轻一代的心里， 激励他们成
长，鼓励他们担起社会责任。而这些年

轻人也会成为照亮未来的一道光。

年轻人的新偶像
马 丹

    “阿弟，我们自家人，不用拿证件

了吧？”“抱歉啊奶奶，没有出入证、身
份证，我不能放行的！”

昨天，记者在浦东合庆镇勤昌村
塘东街的一处设卡道口看到，穿着黄

色志愿者马甲、手腕上戴着“疫情防
控巡查员”袖章的杨乐彦，正在路口

严格排查过往行人和车辆，有时候还
会遇到同村乡亲。但“六亲不认”的他

一板一眼，哪怕亲戚朋友也只好“败

下阵”来，老老实实掏出证件、测温后
才能通行。

疫情期间，一些 90后、00后纷纷
站出来，主动加入防疫志愿者的行列，

这些人们眼中的“小囡”似乎一夜长大。

眼神倔强很较真
勤昌村的这处道口连接着蔡路集

镇，附近春雷、建光、海塘、营房等村
的村民也会从此处经过。在记者采

访的这段时间里，行人车辆来往不
断，有时候还会有短暂的拥堵。年轻

的志愿者们身着绿色或黄色马甲，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进村，先要
过道口检查关。

进出的村民们发现，这里多了很多
新面孔，口罩之下虽然只看得见一双年

轻的眼睛，却有着较真的倔强眼神。他
们到底是谁？因为共有 6人，有人便将

他们称为勤昌村新出道的“F6”。

“F6”的成员都是就读于大专院
校的学生，有 4位是 2000年出生的，

今年刚刚 20岁，另外两名也出生在上
世纪 90年代末。

扎个小辫守关口
杨乐彦是这 6 个人中年龄最小

的，他的妈妈蔡佩兰在勤昌村委会工

作。记者看到，他瘦瘦高高，微鬈的头
发在头顶扎了个酷酷的小辫子。他告

诉记者，原本只是普通的“锅盖头”，按
照韩国明星流行的发型烫了发，但现

在头发长了也没地方理发，干脆自己

当“Tony老师”设计了这个发型。

杨乐彦现在就读于上海中侨职业

技术学院。在妈妈蔡佩兰眼里，杨乐彦
是个吊儿郎当、有点叛逆的男孩子，平

时喜欢在家打游戏，也会和所有叛逆
的男孩子一样，喜欢和父母顶嘴、斗

气。但是她没想到，这一次，儿子会站
出来，主动当志愿者。

杨乐彦说，“疫情出现后，妈妈工

作太辛苦了，有时候连续 24小时带
班，半夜才回来，所以我想帮她分担一

些。”从 2月 14日开始，杨乐彦正式上
岗，每天下午 2时到 9时值守在道口。

“大冷天，站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记者问。小杨答，“多穿点不就行了吗？

再说我小时候调皮，经常被罚站，练出
来了。”

说话间，只见不少人到道口就主
动掏出证件，有的人接受完检查后特

地对志愿者们说声“谢谢”，还有人说：
“你们这些小囡真不容易。”

小杨等志愿者的表现的确让周围
人刮目相看。蔡佩兰说：“这一代年轻

新民随笔 这个 村道口，有阿拉“F6”把守
浦东勤昌村90后、00后主动报名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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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下一个 志愿者就是

    上午 8 时，62 岁的张志勇早早赶

到铁路上海南站的西北门，为过往旅客
发放健康提示单、指导他们通过健康云
APP完成在线填报等。作为“全国最美

志愿者”，同时又是一名海军退伍党员
军人，他第一时间报了名。“这是老党员

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要以战斗姿态守好
车站出入口！”

连日来，随着铁路返程客流加大，

张志勇每天要和 200多名乘客面对面
接触。对每一名出站旅客，他都一丝不

苟排查登记。身穿白色专用防护服的

他，从早上 8时忙碌到下午 2时，“谢谢

您的配合”这样的话，一天下来不知道要
说多少遍，上岗 6小时内基本不吃不喝

不上厕所，“忙起来，早不记得饿和渴的
感觉了。”

疫情严峻，张志勇最常挂嘴边的话
是“时间不够用”。下午从南站回来后，

他又不停歇地参与小区防控工作，守在

小区门口，对进出人员量体温做登记，
忙到晚上 10时才回家休息。有人提醒

他“别太拼”时，他总是说：“只有我们把

‘门’看得紧，小区才能越安全。”

截至今天上午 11 时，上海各级志愿

服务组织在“上海志愿者网”发布 5341

个“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招募上岗志

愿者 157249 人，累计服务 4301970.5

小时，人均服务 27.36 小时。

    ■ 线上渠道 市民可关注“上海志愿者”微信公众

号或登录“上海志愿者网”（www.volunteer.sh.cn），先进
行志愿者实名认证注册，然后根据自己的特长，寻找合

适的志愿服务项目。

■ 线下渠道 目前全市已建成 14家区志愿服务

指导中心和 220家街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并在“上海
志愿者网”公布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市民可选择附

近的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或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报名。

平日里，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普通

人。上班，下班，偶尔吐槽薪水怎么还
没涨，加班的时间为何越来越长⋯⋯

但 2020 年初的这场疫情发生
后，他们如同穿上了超人的披风，成

为守护这座城市的平凡英雄，他们有
着共同的名字———青年志愿者。

“用爱，保卫我们的家园！”团市

委、市青联、市学联、市少工委、上海
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向全市青年发

出倡议书，招募上海抗疫志愿者，服
务岗位包括以下 10类。

■ 道口监测 协助公安、 交通
和卫生防疫部门， 在各入沪高速道

口、火车站、航道站，开展体温监测、

车流引导、信息登记等。

■ 社区排查 协助社区做好人
员登记、体温测量、信息收集、人员隔

离、秩序引导、分类筛查等。

■ 心理疏导 参与 12355上海

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等疫情防控心理
援助热线、网络平台，为广大市民群众

开展心理疏导和援助服务。

■ 科学引导 运用各类网络新

媒体平台， 正面积极传播疫情防控政
策，科学防控知识，协助做好信息沟通、

辟除谣言、传播正能量等工作。

■ 困难帮扶 协助社区及时掌

握群众需求，采取电话询问、网络联
系、上门走访慰问等方式，关心关爱

独居老人、困难群众等，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

■ 转运协助 协助医疗机构运

输医护物资，为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
员和有就医需要的群众提供力所能

及的交通接送服务。

■ 消毒防疫 配合做好社区住

户、楼栋单元、机关单位、工厂企业、公
共场所的设施设备消毒工作。

■ 生产支援 协助防疫物资生
产加工企业做好应急、防疫类物资生

产、清点、包装、运输等工作。

■ 线上辅导 为直接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的医护人员、公安干警家庭

子女提供远程课业辅导等。

■ 复工咨询 开展金融业务办

理、法律咨询等服务，宣传中央、上海
市有关复工复产惠企政策，帮助企业

收集问题困难并向本级团组织反馈。

据介绍，志愿者将根据报名时选

择的服务意愿，被分到各个区或 4个
服务队（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志愿

者、 抗疫医务人员家庭手拉手志愿
者、上海金融青年志愿服务队、上海

青年律师志愿服务队），结合各区实
际需求进行统一管理和岗位调配。

来自团市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上
海抗击疫情期间，全市 16个团区委

共组织近 3万名青年志愿者上岗服
务，累计服务时长超过 50万小时；全

市各级团组织已在疫情防控一线组
建青年突击队 1400支、突击队员近

4万人。
“目前最缺的是社区志愿者，尤

其是周末和夜班门岗志愿者。”徐汇
区徐家汇街道发展办主任陈音音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徐家汇街
道 29个居委会干部春节至今，没有

休过一天。”让她暖心的是，区域内

的企事业单位的志愿者也主动前来
支援。

你，愿意成为下一个志愿者吗？

扛来米面菜 服务隔离者
    随着复工潮的到来，外来务工人

员密集返沪，社区居家隔离观察人员
数量倍增。

崇明区城桥镇金珠社区面积大、楼
栋多，外来人口比较集中，但社区一发出

需求，一支 16人组成的城桥镇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中心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就成

立了！接到任务当天，便分为 5组，完

成了对所有居家隔离观察人员的走

访，建立了微信群。阴雨天地湿路滑，
有居民担心家里“粮仓”将尽时，志愿

者们扛着大包大包的米面蔬菜，按时
按需地送到了家门口；居家隔离时间

长了，有些居民情绪产生了波动，两名
具备心理健康咨询师资质的志愿者，

就每天通过微信为他们抚平情绪。

幼师志愿者 工厂“做手工”

    从朋友圈看到本市一家企业招募

防护服生产志愿者，黄浦区荷花池第
二幼儿园园长、党支部书记乐洛很快

带着另外 4名伙伴，一起报了名。在工
厂，她们的任务除了折叠和包装防护

服，还有一样精细活：在医用防护服拉
链一侧，贴上一条约 1米长的 3M贴

纸。这也是医用防护服的最后一道防

线，拉完拉链，用贴纸封口，才能确保
彻底隔绝病毒，丝毫马虎不得。“幼儿

园老师嘛，平时做手工做得多，这道工
序由我们做，真的特别适合。”乐洛笑

道。从上午 8时 30分至晚上 9时，除
了中饭和晚饭各半小时，一整天时间，

大家忙起来连坐下的工夫都没有。

G2花桥道口是上海的“西大门”，

普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志愿服务队
招募令发出后，共收到 243名普陀教育

青年的报名，占总人数的 22%。为每一
辆车上的人测体温，核查入沪信息登

记。穿上最厚的羽绒服出门，再套上雨
披和志愿者马甲，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

师实验中学青年历史教师蔡钧说，在道口

做志愿者，每天中午“积攒”的一身大汗，
到傍晚就化成阵阵“清凉”。但即便如此，

大家都把自己的“暖宝宝”省给额温枪贴
上，只为确保它正常工作，精准测温。

而这并不是蔡钧第一次做志愿
者———2018年，他曾赴日喀则市上海

实验学校援藏一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季晟祯

双胞胎兄弟 道口测体温
    “您好，测量体温，请问您从哪里

来？有没有武汉接触史？”在嘉定花桥
高速路匝口附近，顶着高速路上阴冷

的穿堂风，“00后”周钧儒拦下前方车
辆，弯腰给车内人员测量体温。

“宅家也是做贡献，但还是出门做

志愿者更有成就感。”这个高瘦的大男
孩笑着说道。看到普陀团区委微信公众

号“青春普陀”发布的志愿者招募令后，
上外贤达大一学生周钧儒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还拉上了双胞胎弟弟周鸿韬。

上岗第一天，两兄弟不喝一口水、

不吃一口东西，撑满整整 6小时。由于

气温低，测温仪常常“罢工”。后来，他
们摸出门道，在手心中贴了暖宝宝，为

测温仪“保温”，确保正常工作。而他们
自己时常冻得手脚发麻。周钧儒说，一

些车主在完成测温后，还会特意摇下
车窗，来一句：“辛苦你们了，注意安

全。”每每那时，心里都暖暖的。

“当国家有需要时，我们 00后也
会挺身而出，责无旁贷。”周鸿韬说，在

他们的带动下，母亲也加入到了防疫
志愿者的行列，全家齐上阵。

车站站好岗 又回小区忙

人特别有规则意识，值守道口做得

到‘六亲不认’，平时在村里叫着叔
叔伯伯，在道口一律只认通行证。”于

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而杨乐彦认
为：这没有什么稀奇的，这是原则，不

能退让。

上好网课再值班
“F6”中，共有 4 名男生、2 名女

生。昨天，上海市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的大二女生蔡吕澳正好值班。和几名
大男孩站在一起，她显得有点瘦小，

但守起道口来一样严格、一丝不苟。
她的爸爸蔡跃祥是勤昌村村委会

的门卫，也是守道口志愿者。由于人手

紧缺，他经常连续夜班，值守最长时一
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当他看到别人

坚持不住时，还经常帮别人顶班。
爸爸的辛苦被女儿看在了眼

里，蔡吕澳说：“爸爸非常辛苦，忙起
来一个星期都不回家，我很心疼爸

爸，想陪他一起工作。”

2月 17日，蔡吕澳值了第一个

白班，从上午 7时到下午 2时。她说：
“感觉挺不容易的，风很大很冷，但是

过往的路人也很关心我，路过的时候
会问我冷不冷。”偶尔也会碰到不配

合的人，“比如前几天有个外村人没
有证件非要进来，被我们阻拦后破口

大骂；但我们还是坚持拦住她，最后

她只能无可奈何地走了。”
蔡吕澳在大学里是学生会纪检

部的副部长，但是参与社会的志愿者
服务还是第一次，她亲身体验了基层

工作的艰辛与不易。“我在学校里就
经常值勤，假期还去必胜客打工，一

站也是好几个小时，站功没问题！”
虽然和爸爸一起当上了道口志

愿者，但两人却没有被排在一个班
过。只有偶尔在白班和晚班交接时，

父女俩才短暂有“交集”。“目前给我
排了 7天的班。现在学校的网课开始

了，我经常是上好课再赶来值班。等
学校正式开学后，我会跟村里商量，

只要有需要，可以把我安排到周末。

我还是会来的！”蔡吕澳说。

理由简单又温暖
如今，像蔡吕澳这样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李妍、杨乐彦、蔡中立、蔡徐

杰、黄俊业⋯⋯前后共有 6位在读大
学生来勤昌村委会报到，要求值守一

线道口，成为了一道青春的风景线。
这些在 200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

在其他人眼里都还是孩子。所以村里

在排班时都会合理安排，尽量不让他
们值夜班。只有村民蔡钱明和蔡徐杰

父子是上阵“父子兵”，联手值守晚上
9时到次日 7时的“深夜父子档”。

问到值守道口的初衷，他们没有
豪言壮语，“想为家人分担一些”“在家

闲着也是闲着”“与其打游戏，不如做
点有意义的事情”，理由简单又温暖。

但这些话让人们分明感到，有责
任、担当的他们，已经不再是孩子！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有些岗位需要三班倒或四班倒，在选择服务
时间时，需要通宵值守的时段竟然是最抢手的，很多
90后、95后甚至是 00后主动要求值守夜班。”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团市委副书记邬斌说，自从 1月底本市发出青年志
愿者招募令后，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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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季晟祯 陆梓华

■ 荷花池第二幼儿园青年教师当

上了防护服生产志愿者 乐洛 摄

■ “00后”双胞胎兄弟和母亲一起

做志愿者 受访者 供图

■ 合庆镇勤昌村“F6”中的黄俊业（左）和

杨乐彦（中）在为进村的车辆驾驶员测量
体温、检查出入证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