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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出去买菜呢？再憋

一憋，胜利就在眼前。”今天上
午，说着一口湖北话的闵行区

古美路街道工作人员方琪嘱咐

居民。有过居家隔离经验的方
琪理解他们的心情，每次见到

老乡都不忘嘱咐一句。
1月 22日，方琪将父亲从

湖北咸宁老家接到上海过年。
没想到疫情来势汹汹，作为密

切接触者，方琪当晚就自觉在

家隔离，并第一时间向单位和

居住社区报备。“一个月来，街

道和社区十分关心照顾我们，

寄来防护用品和水果、蔬菜，还
代买代送。”方琪说。居家隔离

的 14天，父子俩的生活所需一
应俱全。

“一开始很担心因为疫情
期间来到上海，会被另眼相看，

一个多月下来发现，这种担心
是多余的，我想这就是大家常

说的‘海纳百川’的气质吧。”今
年 70岁的方伯阶说。解除隔离

之后，他听从儿子的嘱咐，很少
出门。

隔离一结束，方琪主动请缨到社区服务。

他在华一新城小区，除了每天 6小时的门口
执勤任务，如测温、登记、发出入证等，还担任

小区“专职”心理疏导员。有时还为居家隔离
的老乡送菜、拿快递，每天关心他们的生活。

从湖北天门返沪的居民老刘，居家隔离
期间一直受到方琪的照顾。“一开始我还挺焦

虑的，这位湖北老乡就天天安慰我，说一些他

隔离期间的心得和注意事项，我突然轻松许
多，日子慢慢也就过去了。”老刘说。

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方琪，察觉到
“人防+技防+心理疏导”多管齐下的重要性。

他自主设计了门磁系统安装使用流程，还在
“疫情防控信息填报系统”上增设互动板块。

“上海是我家，我在这里生活了 20多年。
之前我是受助者，如今我解禁复出，只要战

‘疫’一日不胜，我的‘战斗’就一刻不止！我非

常喜欢上海，愿意一直守护她，等待春天的到
来⋯⋯”方琪饱含深情地说。

见习记者 叶晓雯

他们，来自疫情重灾区湖北，入沪后主动隔离。在那些困于一方天地的日夜里，医护人员的照料、居委会的关心、邻居的“投
喂”，让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不便，消除了心理上的不安，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那些天，上海这个“第二故乡”是他们强大的后
盾；如今，解除隔离的他们也想成为别人坚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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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回到武汉了，全国人民都在用最

好的医疗支援武汉，作为武汉的普通市民，我
们都愿意为这座城市奉献一份力量，我们虽

然是凡人，但绝不当逃兵。”江湾镇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副科长乔子婴指着手机

上的一条微信说，“这是曾在我们这里接受隔
离观察的来自武汉的石医生发来的信息，非

常高兴她能够回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这也

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这是我

收到的最好‘礼物’。”

重回武汉抗击疫情
据乔医生介绍，石医生是在不明疫情的

情况下，按照之前的家庭旅行计划出国，在国

外那几天知道了实际情况后恨不得马上飞回

武汉，与她的同事一起共战疫情，为此她取消

了后面的行程想提前回家，然而因为武汉停

航，她辗转来到了上海。

“隔离期快结束的时候，她一直跟我们联
系如何才能回到武汉、回到第一线，和‘战友’

们一起与病毒战斗。但是回到武汉在当时是
非常困难的事情。”乔医生说，“后来我们团队

查询资料，发现武汉市有关部门发布了‘对滞
留省外的武汉市民启动返汉安排’的通知，还

有表格，就将这些信息全部发给石医生。她通

过发送表格，拿到了武汉市江汉区疫情指挥
部的证明，全家返回武汉，她还到了抗击疫情

的第一线。”

建微信群心理安抚
春节长假里，江湾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护人员基本上没有休息。面对来自

重点地区的隔离观察者，他们从健康和心理
两方面加以关心。

江湾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薛志

强表示，医务人员落实医学观察时，做得更多
的是心理安抚，基本上所有隔离观察者都与

医生建立了微信联系。“观察期间，我们给每
个楼层建立了一个微信生活群，里面有一名

街道人员负责配送三餐，一名疾控人员指导
日常消毒，两名社区全科医生进行健康观察

和指导。由于来到这里的人，特别是来自重点

地区的人，过来时都比较匆忙，存在各种困
难，他们在群里提出要求，我们在符合规范的

前提下，都会尽可能提供方便。”
许多隔离观察者在解除隔离之后，还会

与江湾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们联
系，“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健康者，但为了他人，

主动配合隔离，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为了上海
这个城市的付出。”薛志强说。

首席记者 方翔

    一名在上海工作的武汉姑娘，发布一条

微信消息后，短短 20个小时内为武汉 3家医
院筹集了 1.8万只医用口罩。回想募捐的经

历，她自豪地说，是一群人的爱心接力帮她创
下了一个小奇迹。

百余人援手
金晶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大学毕业后

留在上海工作，成为春秋旅游的一名产品经

理。原本打算回武汉过年的她，在疫情暴发
后，成为公司工会的“重点关心”对象。“很多

同事、领导第一时间找到我，询问春节期间的
计划，建议我留在上海。”金晶回忆道，与家人

沟通后，她选择留在上海过年，但时刻关注着
疫情发展，希望为家乡人做点什么。得知武汉

部分医院紧缺医用口罩后，金晶在朋友圈转

发了一条《武汉医院请求紧急支援》的信息。

几分钟后，一位在缅甸仰光的合作伙伴留言，

称有朋友愿意出售 1.8万只 N95医用口罩，
大约需要 16万元人民币。

16万元对普通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情急之下，金晶在朋友圈发布了需要采购医

用口罩的信息，希望得到好心人的捐助。没想
到，十几个小时内，超过百位朋友的询问与捐

款，令这笔 16万元的善款迅速到位。捐助人

中既有同事、邻居，也有上海游客。最令金晶
感动的是，一位陌生人通过朋友圈信息辗转

找到她捐款，留言为“曾经的春秋人”。
一个个小细节，让金晶非常感动：“这些

人、这些事、这些善款，是让我坚定信心做成
这件事的关键。”

顺利运回国
解决了捐助款，迈出了第一步。摆在金晶

面前的是更棘手的一个问题：如何把装有 1.8

万只口罩的 25件超长超重纸箱顺利运回国？
考虑到物品数目过大、使用需求迫切，金

晶决定争取春秋航空的运送资源。她找到春
秋旅游负责人，讲述这次爱心募集面临的困

难，希望能够得到春秋航空的支持和帮助。经
多方协调，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表示，公司愿

意为这批疫情防控物资提供免费运送服务。
从凌晨发布求助消息，到落实所有流程，

金晶花了短短 20个小时就将这批医用口罩

从缅甸运抵上海，并通过物流公司发出，定向
捐赠给武汉中心、中南及天佑 3家医院。

这场由一名武汉姑娘发起的爱心行动，

也是一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爱心接力赛。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奇迹，让

我收获到很多信任和温暖。”金晶感叹。
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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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湖北的，等隔离结束，能做志愿者

吗？”感恩于隔离期间居委会干部无微不至的
照顾，湖北籍、现住奉贤区南桥镇的马合芹在

隔离结束后，报名加入抗疫志愿者队伍。2月
17日，她接到居委会的上岗通知，从需要帮助

的被隔离人员，成为了一名帮助他人的抗疫
志愿者。

原来邻居那么可爱
收发临时通行证、量体温、为来沪人员登

记信息⋯⋯租住于南桥镇正阳二居莱茵之恋

小区的马合芹作为志愿者已经上岗一星期
了。“居委会干部真的不容易，别人都是家里

宅，就他们是‘春节刷步王’。”这是马合芹上
岗后的最大体会。

疫情发生时，马合芹一家都在老家湖北

广水，看到新闻里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怕影响
丈夫上班，当即决定年三十连夜赶回上海。回

来的路上，他们一直和正阳二居保持联系，年
初二凌晨一回到南桥就立即向居委会汇报。

第二天一大早，居委会干部和南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就上门了，不但为他们

量体温、消毒，更送来了家里紧缺的米、油、消
毒液等物资。

隔离期间，每天有医护人员来给他们量

体温，居委会干部、保安和志愿者一直给他们

消毒、送快递、送外卖、扔垃圾，甚至燃气卡用

完了，居委会也立即派人上门帮他家充好。怕
隔离家庭无聊，镇里还组织了一场非遗传承

人线上撕纸体验课。
“挺感动的，邻居们一直给我们送米送油

送蔬菜。”1月 28日，马合芹在朋友圈晒出一

张照片，门口居委会送来的物资旁边，还有邻

居送来的蔬菜水果。此后她又接到多次邻居

的“投喂”：牛奶、水果、虾、肉、饼干、零食，甚
至有给她女儿买肯德基的，乡下有田地的邻

居还送了很多次菜，都是把东西送到门口，发
个信息告知一下就走了。

马合芹一家租住在这个小区将近 4年，
平时邻居们不声不响，一次疫情，才知道原来

他们那么可爱。

做志愿者报答恩情
2月 10日是马合芹解除隔离的日子。在

这之前，她就提出了想做志愿者的想法，但开

始还有些担心：居民们知道她是湖北籍，又刚
刚结束隔离，会不会心有顾虑？居委会是否会

同意？
2月 17日，居委会终于通知她上岗。马合

芹特别高兴，天天到居委会报到，认认真真站
在门口，量体温、发出入证。很快她就发现，没

有人对她的籍贯和刚刚结束隔离这件事介

意，对她的态度一切如常。
“其实我想做志愿者不仅仅是因为隔离

期间受到大家的照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
公公的生命是街坊们救下的。”马合芹说。原

来 4年前，马合芹的公公在正育菜场门口突
发中风昏倒，正阳二居党总支书记郑卫华和

江海派出所民警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当机立
断在抢救书上签字。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名老

人是谁、家属在哪儿，全镇有 3万多人通过网
络转发寻人启事，周边的邻居帮忙挨家挨户

询问，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万人寻找家属的
接力才通知到家属。这，让马合芹深深感受到

上海这座城市的温暖。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杨珺

湖北籍返沪居民马合芹从受助者变为助人者

“等隔离结束，我能做志愿者吗？”

结束隔离期后在上海同行帮助下想办法再上“战场”

武汉医生重回一线送出最好“礼物”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爱心接力让武汉姑娘在上海创下小奇迹

20个小时筹得1.8万只医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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