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0月 27日晚，63岁的王老伯（左）突发疾病倒在路

边，格致中学高一男生盛晓涵放学路过，在等救护车时持续对其

实施心肺复苏，为老人赢得抢救时间。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少年无畏，见义勇为！ 少年强则国强，中国
青年未来可期！“

暖 心 故 事

    2020年 1月 26日，新民晚报头版、4版发布的

独家报道《凌晨三时光哥夫妇送自制甜点》以及同期
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新民晚报官网等新媒体渠道

发布的《模子！上海一对夫妻心头一动，一个通宵干
了件令急诊科医生又惊又喜的事》，是 2020年抗疫

中上海媒体的第一条爆款新闻，一经发布，迅速刷
屏。官微阅读量 1小时即破“10万+”，总点击量近

500万，“在看”超过 1万，评论数千条。

这篇报道的主人公———星夜赶制面包送往上海
各大发热门诊指定医院“投喂”医护人员的一对上海

夫妻，一时间也成为了在微博、百度等各大热搜榜排
名前列的“民星”。他们克服春节假期物流停运、缺乏

原材料等种种困难，星夜赶制面包等点心，送到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手中。这篇催泪的报道感动

了广大上海市民，也向全国人民传递出温暖的上海
温度和坚定的抗疫信心。

被读者昵称为“模子夫妻”的这对夫妇，用自己
的凡人微光，带动了一股持续数月的“投喂”潮。许多

市民自发购买咖啡等各种外卖，或募集牛奶等营养

品送往各大发热门诊指定医院，今年 1月 29日，“熊

爪咖啡”的聋人咖啡师和志愿者们还带着咖啡、护手
霜等爱心物资，送到封闭管理中的仁济医院西院。许

多拉面店老板、咖啡馆店主等爱心市民，把爱心食品
“投喂”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抗疫志愿者等手中。

每每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各种“花式”投喂，“模子
夫妻”都深受感动，感慨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上海

人民齐心协力共抗病毒，体现出团结一心的力量，深

深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
一转眼的功夫，快一年半过去了，顾晓光和阴玥

夫妇俩回归到平凡而不普通的生活中。身为名厨的
顾晓光工作越来越忙碌，不仅在店里烹饪各种美食，

还要经常参与录制各种美食专题节目，还参加了公
益午餐联盟，每天提供 6份免费爱心餐。

妻子阴玥是徐汇区残联的一名工作人员。去年
2月，她报名参加社区疫情防控，被区残联选派支援

虹梅路街道，在小区门口对进出居民进行体温检测、
信息登记等。前天，她又刚刚结束支援斜土路街道新

冠疫苗接种的志愿者服务。 本报记者 孙云

给医护送面包的模子夫妻
每天坚持提供6份爱心午餐

    今年 4月，60岁的黄士平在接种疫苗时，被旁

人一眼认出。“上海‘爷叔’真是大气，一个人为抗疫
捐款 50万元！”面对周围人的夸赞，黄士平憨憨一

笑，连忙摆了摆手：“没法去前线，只能在后方支持。
与医护人员相比，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去年 2月 3日，不富裕的上海人黄士平，一口气

做了一件“豪奢”的事情。他一大早从宝山区顾村镇
出发，换乘了两辆公交车，兜兜转转 2个多小时，赶

到本报读者接待室。背上的旅行包里装着沉甸甸的
30万元现金，准备通过报社捐给市慈善基金会。其

实，凑齐这笔钱并不容易。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跑
了好几家银行，还向 87岁的老父亲借了 2万元……

22天后，他再次向市慈善基金会捐款 20万元，用于

抗疫。
黄士平说，这是这辈子做的最大最对的一件事。

“我妈妈生前总对我们说，日子好了要珍惜，要懂得
感恩国家、感恩社会。”他说，大灾大难面前，每个人

心中的家国情怀被点燃，那是一个个不灭的灯火。当
看着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并肩战“疫”、守望相助、奉献

光热时，他也想回报这个社会，继续传递这座城市的

光和暖。

在荻泾花园居委会书记须敏雅眼里，老黄是一
个热心且低调的人。须敏雅讲，去年重阳节，得知顾

村镇敬老院住着十多位无经济来源的孤老，黄士平
特意带着大包小包上门慰问，给他们送去御寒的衣

物等。老人们眼眶湿润，紧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愿
松开。

去年，黄士平被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见义有

为（战疫）先进”荣誉称号。今年，他又被授予“宝山区
道德模范（宝山好人）”荣誉称号。接连获得这些殊

荣，“上海爷叔”黄士平连连表示“受之有愧”。“这些
并不只是一时的荣誉，也是在不断鞭策我要一辈子

做好事，今后继续为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
力。”最让他开心的是，如今 95后女儿黄诺舟视他为

骄傲，有志于向父亲学习，懂得感恩、乐于付出。
生于斯长于斯，黄士平对上海有着很深的情感。

这些年，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他的话来
说，变得更美丽、更包容。“我们每一点付出，都可以

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让身处这座城市的人们生活
得更美好。”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捐款爷叔”黄士平
“这辈子做的最大最对的事”

    今天早晨 6 时许，在绥德路 555 号的圆通快

递站点内，20余名快递员已经就位，开始卸货、分
拣，赶着把市民们“618”的血拼成果送到他们手

中。忙碌，却安静，因为其中半数员工是聋人———
这里，就是 2020 年 8 月 18 日曾因本报报道在全

国引起轰动的全国首个聋人快递团队“吾声快递”
的自营站点。

去年 8月 18日，本报头版头条及 6版发表报

道《“你好，我是聋人快递员，请开门”四十名聋人
小哥奔跑在上海 无声快递打拼美好明天》，新民网

及新民晚报官方微信也发布了融合新闻短视频和
图片、文字的新媒体报道。报道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影响力，不仅迅速在百度热榜、今日头条热搜榜双
双登上第 1位，在微博热搜排名第 7位，还引发央

视新闻联播、上海电视台夜线约见等数十家上海及
全国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重点时段和篇幅进行

跟踪报道，更被“上海发布”等大量新媒体全文转
载，影响巨大。

市民纷纷对这群特殊的打工人报以善意。在新
民晚报官微上，大量网友留言为聋人快递小哥和上

海市民点赞。各地特殊人士和残疾人工作者也关注
此事。河南郑州工技大特教学院设计专业的 8名聋

人大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来到“吾声快递”实习，宁

夏回族自治区残联也与“吾声快递”合作，在当地面
向 14名一级、二级重度肢体残疾人展开电话客服

培训。
去年“双 11”，大考来临，“吾声快递”迎来新的

机遇与挑战。11月 9日，远在宁夏的 6名肢残人客
服远程上岗，协助上海的 2名电话客服员一起，为奔

波在大街小巷的聋人快递员做好后台服务。同时，一

批聋人兄弟也从各地赶来加盟。今年春节，去年“双
11”期间刚来到“吾声”的两名聋人大学生，分别给父

母寄去 2万元的大红包，这是他们用汗水实现人生
价值的生动写照。

当然，作为一项全新尝试，“吾声快递”的发展
也并非一帆风顺，在聚光灯以外，他们也经历过各

种磨合和调整，如今的聋人快递员从最多时的五
六十人减少到十来人，其中逾半数是大学毕业生。

上个月，一度总被公司罚款导致严重亏损的站点
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创始人顾忠说，在这个陌生

领域交了不少“学费”，如今，他们会继续磨练内
功，以更好的服务换取市民的支持和理解，继续为

梦想打拼。
本报记者 孙云

首个聋人快递吾声快递
不断磨合调整继续为梦想打拼

上海温度
城市光芒

    回访新民晚报报道中
平凡伟大的他们

    “儿子问我，修这些东西收钱了吗？我说当志愿者

不收钱！儿子就说，老爸真帅！我现在都记得。”
到明天华城小区的朋友家中修了 20分钟电脑，

却“换”来 14天隔离，对这段特殊经历，“一修哥”葛庆

海记忆犹新———当时，他发挥专长当起志愿者，修电
脑、修宽带、修打印机、修燃气灶，成了封闭小区里的

“万能外援”。“你们新民晚报给我起的这个外号‘一修
哥’，大家都说很贴切，还要我去注册商标呢！”葛庆海

语中带笑，“许多人看到报道后说我是榜样，传播正能
量。没想到，我做的这些事能获得这么多认可。”

尽管不住在明天华城小区，回归正常生活的葛庆

海仍不时过去看看。他在那里交了不少新朋友，也多了
不少生意，许多人因为看中他的友善主动找上门来。

“明天华城有一个志愿者群，是那 14天里建的，
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葛庆海说，前不久他还帮了个

忙，原来，有志愿者正在微信群内帮忙销售玉米，他也
加入了“吆喝”大军，一口气卖了 50多份。和葛庆海一

样，群内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仍在爱心接力。
“半年多来，我们小区的志愿者群没有改过名字，

也没人退群，总舍不得解散。”明天华城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董春雨是志愿者群的群主，她也提到了“消灭玉

米”的故事。原来，志愿者小周家住郊区，有一次回家
时，村里年纪大的阿姨求助，问能不能帮忙在网上销

售玉米。“大家想到了去年一起消灭滞销土豆的事情，
就说要不在志愿者群里试试看？没想到，推广一下发

现有很多志愿者出来响应。”
群里又热闹了一番，这让董春雨觉得很暖心。“平

时大家的生活回归正轨，忙于工作学习，但大家都没

有退群。相信一旦这个小区有所需要、有所召唤，大家
还是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有些颤

抖，“我好像又看到了那 14天里大家同甘共苦的情
形，好像找回了当时建群的初心。”

经历过封闭式管理的明天华城小区，总有一股团结
的劲。董春雨说，这在疫苗接种推广时就可见一斑。“很

多居民很早就响应了，在志愿者群里，我们也会做好宣
传引导，每天更新接种点状态、疫苗供应情况等等。”

“个人的力量也许有限，但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去
做同一件事时，就会充满力量。”董春雨感慨。相信，

明天华城志愿者群不会散，普通人的爱心接力也将
继续。 本报记者 杨洁

    去年 12月，格致中学男生盛晓涵在上海街头通

过心肺复苏挽救 63岁老伯的事迹，被全网刷屏点
赞。他不仅成了校园名人，也一度被各种社会活动包

围。虽然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受了点影响，但是他觉
得，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大场面”后，自己似乎变得更

成熟了。
这学期期中考试，“学霸”回归，他第一次考进了

年级前十名。今明两天是学校期末考试，盛晓涵说，

觉得压力还是有点大，毕竟在高手如林的校园里，要
保持领先着实不容易。下周，他和同学们还要迎来地

理、生物和信息技术三门科目的学业水平考试合格
考。随着高一进入尾声，又看到高三年级为奋战高考

拼搏的样子，盛晓涵觉得，自己的进取心更强了，在
学业上也更努力了，比如记笔记，就比以前更卖力。

去年，经过多方打听，被盛晓涵救起的王老伯在
身体恢复后，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格致中学，为这个温

暖而勇敢的少年送上锦旗，道声感谢。盛晓涵说，他
和王老伯加了微信，平时虽然联系不多，但逢年过

节，作为晚辈，他总会主动去给老人家发个消息，道
声问候，延续着这段奇妙的缘分。今年 2月，他获得

一笔用于表彰凡人善举的 5000元正能量奖金，经过

本报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牵线搭桥，这笔奖金，为一位患有先心病的 2岁拉
祜族小男孩，换来了重获健康的机会。

“但是你想，医护人员每天都在救死扶伤，他们
每个人都挽救过多少生命！相比他们，我做的这些真

的只能算是‘萤火之光’。”今年年初，复旦大学推出
了“周末学堂———复旦大学拔尖学科高中先修计

划”，优先吸引沪上众多优秀高中学子“秒杀”名额。
从 3月开始，除了节假日停课，盛晓涵的每个周日

下午，都在基础医学“先修学堂”教室内度过。消化
内镜科、影像科、眼科、新生儿护理科、妇产科、内分

泌科……各个学科一线“大咖”轮番授课，不仅向同
学们介绍医学常识，更讲述医学的故事、医者的故

事，这让盛晓涵受益匪浅。“比如，听上去‘看片子’很

轻松，影像科老师光介绍各种仪器和方法，就写了满
满一黑板；消化内镜科的医生告诉我们，消化内镜技

术之所以需要不断升级，就是要病人在治疗过程中
不那么难受，这和医学的人文关怀很吻合。”盛晓涵

坦言，几个月的先修课堂学习，让他对这份职业更多
了一份了解，更多了一份尊重。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救人少年盛晓涵
“先修学堂”听医学“大咖”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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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还记得这些名字？
在上海无声打拼明天的聋人快递员团队；浦东明天华城小区封闭管理期

间爱心接力的志愿者们；为助力抗疫、个人捐款 50 万元的上海市民黄士平；
“教科书式”救下老伯的格致中学高一男生盛晓涵；去年春节，连夜赶制点心送
往多个发热门诊的“模子”夫妻……他们的故事经新民晚报报道，曾经感动一
座城、温暖一座城，让无数人动容牵挂。

今天，新民晚报记者回访他们，重撷过往善举，收获新鲜感动。一个个朴素
而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芒与温度并非偶然乍现，它柔软绵长。

”

网 友 点 赞

    “你好，我是聋人快递员，请开门。 ”这是对讲机事先录好的
语音。上海，有这样一个聋人快递团队。通过拼搏，他们的人生同

样自信且精彩。 2020年 8月 18日，本报报道了聋人快递员的感
人故事，推动这一新型业态在全国复制推广。首席记者 刘歆 摄

    努力工作的人都是勇士！感谢我们的城市
有这么大的包容心，让所有人都能有机会。“

暖 心 故 事

”

网 友 点 赞

“一修哥”葛庆海
明天华城小区志愿者群不会散

暖 心 故 事

    友爱的邻居， 有爱的城市， 这就是正能量的传
递！ 让我们看到了上海人的坚韧不拔与暖暖善心。“

”

网 友 点 赞

暖 心 故 事

    这就是上海普通百姓的一份爱心啊！ 在此刻，

信心比黄金更加可贵！“
    2020年 12月， 浦东明天华城小区因新冠疫情散发病例而

封闭管理。 14天里，涌现一串感人故事：一对夫妻批发的土豆滞
销，全小区闻风而动“吃土豆”；意外滞留的电脑修理员和的哥当
起志愿者；“折返跑大姐”免运费送货上门……这背后，有许多基

层工作者的默默付出。 首席记者 萧君玮 摄

    2020年 2月，上海市民黄士平背着超过 5公斤重的现金 30

万元，从宝山换乘两辆公交车来到新民晚报社，委托报社捐给市
慈善基金会。这是他省吃俭用多年攒下的积蓄。 21天后，他又委

托新民晚报社再捐 20万元。黄士平捐款 50万元，是抗疫期间上

海市民个人现金捐助最高的。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网 友 点 赞

”

暖 心 故 事

    2020 年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凌晨 4

时许开始， 沪上多家

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
相继收到匿名市民送

来的刚出炉的面包和
点心。 这是一对上海

夫妻连夜购买材料赶

制的， 加起来总计有
150只面包和 13公斤

点心。 网络截屏

网 友 点 赞

    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上海的美好，

体现在人与人之间
浓浓的温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