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华中科技大学美东校友会，我

们准备了一批防护服”“这里是协和医院，这
里是我们急需的物资清单”⋯⋯一台电脑、

一部手机，华东理工大学的青年学生志愿者、
商学院 2015级博士生徐冉每天重复着这样

的工作。
徐冉是武汉女孩，此刻学习生活在上

海。最初，她看到志愿者招募的信息，加入了

很多志愿服务的微信群。这些群分工明确，
有的群召集 300多家酒店来接待全国各地

的医疗团队，有的群组织大量厨师和司机志
愿者专门给一线医护人员做饭送饭，有的群

组织了 1000多名司机专门运输物资，有的
群专门去周围收购蔬菜及各种生活必需物

资。那时的徐冉在他们中间，积极地做着群
内信息定向传递的工作。

然而，随着志愿工作的深入，徐冉渐渐
发觉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和混乱。

“有的医院信息已经过期了，有些群的

海关物流信息也不对称，因为各个群之间
没有互通，还有很多零散的海外华人找不

到组织，或者筹集了物资也没有办法和国
内一线医院对接起来。甚至很多不太懂医

疗物资规格的热心人花了很多精力和金
钱，却购买了不符合医疗标准的物资。”徐

冉说。

于是，徐冉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
能力，与志愿者团队一起建立碎片化信息的

汇总平台。仅仅用了 6个小时，这个汇总平
台就上线运营。短短 5天之内，就有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的 4000多人访问，搭建了十几
个行动小群，完成了上百条信息转化，达成

了几十个运送活动传递。
“去集结海内外茫然无措的炬火，让每

个人的光和热，都高效有序地传递到需要的
同胞那里。”这是徐冉的心愿。

暂
别
学
校
的
日
子
里
，申
城
师
生
用
志
愿
服
务
交
出
青
春
答
卷
—
——

校
园
空
旷，

但
他
们
从
没
有﹃

退
场﹄

    “您好，请填写随申码，测量一下体温。”

上午 8时，90后抗疫志愿者刘一霖在高速收
费口已值了一个通宵，连续 12小时未合眼。

这名伙伴们眼中“口罩遮不住帅气”的上海
大男孩，其实是一名幼儿园男教师，已在中

国福利会托儿所工作 2年半。
疫情暴发后，他就琢磨着要为抗疫出一

份力。为此，他接连询问了家附近的 3个居

委会，得到的答复是：街道党员们都顶在一
线，暂时不需要普通市民志愿者。之后，他到

上海市志愿者网站和“青春上海”微信公众
号进行了志愿者登记，很快收到回复，成为

“宝山区青年突击队”一名突击队员。
2月 9日，听说位于宝山月浦镇的一家

卫生品公司缺少轮班人手，突击队马上招募
组建了一支志愿队进驻企业帮助生产，刘一

霖就是其中一员。当时，工厂流水线一天产
能 3万多只口罩，志愿者的工作是帮忙分

拣。虽然只是流水线上一个简单的动作，但

每天 8个小时不间断的重复，让人肩膀酸
痛。这样的工作，刘一霖一做就是 3天。

“为了赶进度，大家工作的时候大多沉
默不语，但你能感觉到空气里流动着一种团

结的力量。”刘一霖说，枯燥而沉默的口罩厂
工作，支撑他和伙伴的不只是一时的勇气，

更是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这是对年

轻人最好的磨练。”

在中福会托儿所，刘一霖是孩子们最
喜欢的“哥哥老师”，也是同事们眼里的“阳

光大男孩”。从大学开始，他就一直热心公
益，去奉贤的小学做义工、在爱心暑托班从

事志愿服务。工作后，只要是托儿所的公益
活动，他一场都不落下。中福会托儿所所长

方玥说，刘一霖内心住着一颗有爱的太阳，

不仅照亮自己，也努力让这颗太阳散发出
热量温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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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一辆大货车开进湖北省黄冈市

红安县高桥镇的镇政府，车厢里满满装着
500包总计 5000公斤大米。这是来自千里

之外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学生的一场
爱心募捐。

密西根学院大一学生吴其非算是半个
黄冈人。能否找到一些物资捐赠给家乡？他

的想法得到了室友费浩祥、林思远和王奕的

支持，4个大男孩一拍即合。
所有的工作都是“隔空”推进的。由于

有人参加海外冬季研学，4 人分散在美国、
爱沙尼亚、匈牙利和中国。从物资供应、受

捐政府联络、宣传和技术支持，到捐赠者咨
询、信息公示、财务，4人克服时差，线上分

工默契配合。
根据居民需要，他们锁定了易于购买又

便于储藏的大米。募捐发起之后，得到了许
多同学老师和爱心人士的响应与支持，很快

筹集到 2.2万元，用于大米采购。考虑到防疫

交通封闭的情况，他们通过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推荐找到当地米厂，并从县指挥部申请

获得疫情通行证，便于运输。大米在到达高
桥镇的当天被下发给高桥镇 43个村的困难

家庭。对于刚脱离贫困线不久又因疫情而受
困家中的高桥镇居民来说，这份沉甸甸的

“礼物”温暖又实在。

“村镇干部还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红

安仍在医院接受救治的新冠肺炎病人人数
已经减少到 19人，且连续 14天没有新增病

例。”吴其非说，费浩祥擅长计算机，王奕有
音乐特长，林思远热爱运动，现在兄弟情谊

更深了。吴其非向室友们介绍起红安县被誉
为“将军县”的历史，或许等疫情结束，有一

天大家能一起去这个革命老区看一看。

华理博士 搭建抗疫信息汇总平台

“哥哥老师”每天8个小时分拣口罩

交大学子 5吨大米支援湖北老家

高三学子
一份 18 岁“成人礼”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化学工艺专业
学生陆骏文出生于 2002年 3月 5日，

昨天，他 18周岁了。
这个和“学雷锋日”同天生日的

大男孩，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成人
礼”———一大早，他走进金山血站，撸

起袖子献血 200毫升。

“前两天，微信上看到团市委发
布了《无偿献血倡议书》，倡导年轻人

加入疫情防控期间无偿献血队伍，我
就报了名。”陆骏文说，定期参与“义

务献血”几乎成了他家的传统。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都是献血积极分子，

每次献完血，稍作休息，就投入到正
常工作中去。

这个特殊的寒假，陆骏文全家都
没有闲着。父母不仅在居住的金山区

吕巷镇干巷社区做防疫志愿者，也积
极参与单位组织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爷爷奶奶则在自家社区做防疫志愿
者，测量体温、登记出入居民信息，比

上班还忙碌。陆骏文报名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做志愿者，在防疫帐篷内为

医院防控“守门”，负责给来院病人测
量体温。防护服、护目镜，全副武装，一

穿就是 8个小时。本周一正值月初，前
来配药的老人有五六百人，大家忙得

几乎连午休时间也没有。
“看见我们一直在忙，有老奶奶说

‘年轻人辛苦了哦’。听到这句话，内心
还是蛮感动的。”陆骏文说，正是这些

充实和感动，鼓励着自己一次次投身

志愿服务中。
他告诉记者，进入石化工业学校

后，为了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他报名
参加了学生会社会实践部。高一暑假，

他在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当导医志
愿者，起初觉得只要把医院地图背熟

就好了，但是带队老师提醒他，为了让
服务更到位，应该自己去实地走一走，

计算一下步数。2019年，中国技能大
赛———第十一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沪举行，他作为校
化工科学生会主席，担任了会务组组

长，率领 20多个小伙伴起早贪黑负
责各种琐碎的联络事宜；第二届进博

会期间，他又成为一片“小叶子”，在
金山卫站和上海南站负责轨道交通

人流引导。
本周，申城中小学生空中课堂开

课了，陆骏文的全天候志愿者生活也
要暂告一个段落，不过双休日他还是

会去社区卫生院帮忙。陆骏文说，志愿
服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假期如

果只宅在家，不去做一些什么，会感觉
有些空落落的。在一次次的志愿服务

过程中，自己的沟通能力提高了，眼界

也开阔不少。

    教学楼门窗紧
闭，操场失去喧嚣，因
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 申城的校园就像
一部主角退场的连续
剧，变得空荡寂寥。

然而， 尽管主角
尚未回归， 一个又一
个校园却没有理由不
为年轻的身影鼓掌。

在这个漫长假期里，

有人主动报名参加无
偿献血，给自己的 18

岁送上一份特别的
“成人礼”， 撸起袖子
的瞬间，很暖；有人成
了口罩厂的 “临时
工”，简单重复的动作
一做就是 8 个小时，

埋头苦干的身影，很
帅； 有人努力化解一
切不可能， 为疫情严
重的地区送去最紧缺
的物资， 争分夺秒的
样子，让人信赖。

暂别校园的日子
里， 申城师生用暖心
的志愿服务， 交出一
张张青春答卷。“在这
场全民战疫的斗争
中， 我们看到了 90

后、95 后甚至 00 后
平凡中的伟大……你
们就是新时代青年该
有的样子！ ”昨天，团
市委和上海青年志愿
者协会发出 “致全市
青年志愿者的一封
信”，鼓励年轻人继续
为抗击疫情奉献青春
力量。 在完成道口检
测、社区排查、转运协
助、 消毒防疫等重点
领域和急难险重任务
的同时， 今后志愿服
务也将向更广泛的常
态化志愿服务领域拓
展， 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复市。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
易蓉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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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