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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后天， 中超联赛重启， 一股寒流吹进窗

口———很多球员都将揣着“白条”上场。

揣着“白条”上场，也不是新鲜事，过去俱

乐部也被曝过欠薪，球员能做的，要么坚持把
比赛踢完，要么另谋出路。 不过这一次，球员

自己也感受到， 整个行业的大环境发生巨
变———愿意为职业俱乐部投钱的企业几乎找

不到了，不是因为联赛不挣钱，而是俱乐部运

营模式持续不下去了。

华夏幸福，被曝逾期债务总额超 1000亿

元，你很难想象，几年前，这家母公司输血的
俱乐部还是中超联赛中最风光的， 请来高水

平的外援，开出高薪的合同，踢着观赏性很强

的球赛。其实换个角度想一下就会发现，上述
债务里包含俱乐部的投入， 只是当时钱花了

还能再借，如今没得借，财务上的窟窿越捅越
大，捅到了俱乐部的命根子。

因为相似的运营方式， 华夏幸福支撑不
住，其他俱乐部的母公司也难幸免。像多米诺

骨牌，说倒，瞬间就倒下一大片。 这才是真正

令人绝望的———另谋出路，出路在哪？

那些商谈股权转让的俱乐部， 仍在苦苦
等待下文。 新的注资，什么时候兑现？ 新的合

同，赛季结束能签？新的团队，是否及时到位？

实际上， 受打击更大的是职业足球的整

个生态。 有的俱乐部即便转让，梯队、足校都
被割舍。一队几十名职业球员，好歹还有职业

技能可以谋生， 而那些还在技能培训阶段的

小球员的出路呢？还有他们的教练员，又能去

哪？有些无人认领的足校，球员家长无奈自发
组织训练和比赛，自己掏钱负担所有费用，因

为已经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若说停就停，

家庭和孩子的损失根本无法挽回。

一些俱乐部的梯队教练跟记者感叹，最
可惜的就是这一批批小球员，他们的成长道

路戛然而止，损失的不只是俱乐部，更是中
国足球的未来。 无论如何，俱乐部的转让希

望能考虑青训的部分，这个事不能光由市场
来决定。 中国足球的复兴之火，还需要众人

拾柴。

别让足球生态毁了
金雷

建设美好社区，让居住更具品质

公益从来都不是一股脑的热情，而是通
过持之以恒的耐心、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共同

努力的初心，构建美好社会。而落脚到上海链
家身上，公益的目标就变得更加清晰———建

设美好社区，让居住更具品质。
社区不仅仅是居民生活的地方，还承载

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宜居、宜业、宜游、

宜学、宜养。《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中提出打造 15分钟社会生活圈，让居

住更舒心。不难看出，当社区承担了更加重要
的角色时，企业就需要探索、挖掘更多内在居

住需求。
作为长期扎根社区、服务社区的企业，上

海链家始终坚持初心，用心、用爱营造美好社
区。他们提倡每个经纪人每年抽出 36小时投

身公益，仅 2021年，参与公益活动的经纪人

就达到 123，521人次，公益服务时长 192，727

小时，累计服务 201，357人次。（数据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下同）

“做社区好邻居”这件事，链家已经坚持了
很多年。2021年，他们从多个维度履行好邻居

的责任，力求将每一份爱和善意都落到实处。

向上向善，数字背后的坚守

链家创始人左晖曾说过：“向上向善，这
是我们这个组织的精神本质。我们这代人有

责任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去做烟花幕后的
那些事，去做脏活儿、累活儿。新一代企业，要

为填补这个时代的空缺，为真正创造价值而
奋斗。”如今来看，上海链家基于门店多、离社

区近等优势而践行的公益行动，确实填补了

一些空缺。
基于链家门店，打造共享空间。一方面，

上海链家携手新华书店打造了 200多家“城
市书房”门店，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有效延伸，

累计借阅达 1，461次。不仅如此，“城市书房”
还能够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公益活动，强化

服务共享。

另一方面，上海链家还提供了包括应急

打印/复印、应急雨具、询路指引等社区十大便
民服务，累计服务人次均突破 20万。特殊时

期，链家门店还曾变身疫苗接种点，为构筑免

疫屏障贡献一份力量。
聚焦社会议题，提供解决思路。针对老年

人智能手机使用难题，上海链家推出“我来教
您用手机”公益课活动，帮助他们跨越“数字

鸿沟”。报告显示，今年已累计举办 63场，共
70小时，参与老人达 700人次。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上海链家不仅以自

身之力回馈社会，也通过捐建爱心图书馆等
措施传递社区居民爱心。

“益起”向善，为更美好的社区。截至目
前，上海链家党委已与上海市 8个街道、60多

个居委会完成党建共建签约，累计开展了 100

多场党建共建活动，参与社区党员和群众

2，000多人。建党 100周年之际，上海链家党
委还组织“百年百场 共读经典”活动，受到党

员和居民的欢迎。

共生共融，社区公益的新时代

链家 COO王拥群说：“作为一家有责任
的企业，未来链家不仅要链接每个家的故事，

还要努力营造与城市‘共生共融’的生态环
境，继续延伸社区服务的边界，创造更美好的

社区生活。”
“在此基础上，上海链家打造城市书房、

举办手机课堂、提供便民服务，努力融入社

区，他们似乎变了很多，可事实上他们那份坚
守社区、服务社区的公益初心，多年来却一直

未曾改变。”
“也正是这群人、这股力量聚沙成塔，才

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和组织走向强大。毕竟从
企业发展的层面来看，在各行各业中，让整个

社会变得更好的企业，才有机会实现长期的、
可持续的发展。”

上海链家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
用公益诠释责任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组织开始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与时代同行。而以公益之手
创造社会价值， 正在成为中国
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新议题。

在此趋势下， 上海链家于
近日发布了 2021年社会责任
报告———向上向善， 让社区更
美好。 报告集中展示了这一年
来， 上海链家社区公益实践取
得的成果， 诠释了如何以社会
公益立企业担当。

    受团中央和商务部委托，2002年起，上海

团市委派遣了 11批共 119位优秀青年志愿
者参加中国（上海）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

援老挝项目，为中老搭起沟通桥梁。

想起被叫“朵哈”的日子
昨天，共青团上海市委与上海市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共同以“挥洒青春 书写中老友

谊”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中国（上海）援老挝项
目青年志愿者座谈会。回到各行各业的“战

友”们久别重逢，用熟悉的“萨拜迪”（老挝语：
你好）相互问好。

作为第一批赴老挝志愿者，2002 年 5

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

沈晓红和另外 4 名志愿者一起踏上老挝国
土。当地同事送给她一个好听的老挝名字，

“朵哈（dorhard）”，意思是“爱之花”。为了尽
快地克服语言关，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她从

早市上买来了给小朋友用的学老挝语的书，

每周给护士上两次英语课，相互学习语言，随

时做笔记。很快，她就从只能用英语交流，靠
当地医生做“二传手”查房看病，到能够和病

人直接用老挝语进行沟通，获得患者的第一
手资料。

近 20年前，老挝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

国家，经济不发达、卫生条件差，每一名志愿
者都牢牢记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者精神，每个人都希望为老挝人民多做事。
医生手机 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出诊，以医

术在万象打出了“中国医生”的品牌。

湄公河畔响起《论语》

静安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俞彪曾先
后两次赴老挝参加志愿服务———2003年，他

是团市委第三批赴老挝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2004年 11月，时任中国驻老挝大使刘永兴特

地邀请他和另外 3名志愿者再赴老挝服务第
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俞彪记得，在老挝服务期间，志愿者张立

把脍炙人口的中国歌曲和唐诗翻译成老挝语
教给学生；志愿者王韬经常把《梁祝》《茉莉

花》等中国传统乐曲，用小提琴拉给学生听；
志愿者们时常向老挝青年学生介绍中国的发

展和风土人情，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和
对中国的向往。后来，老挝团中央的盖吾董就

到厦门大学来留学，马霍索医院的青年医生

康鹏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老铁路通车仪式上表

示，“中老友谊的未来在青年，互联互通的根基
在心心相通”，第四批上海援老挝志愿者、上海

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常务理事顾晨洁闻听
格外感慨。她记得，有一位叫根芽的小和尚，跟

着她学了半年中文，喜欢上了中文，不久后参加
央视“汉语桥”大赛获得了名次。“他们特别喜欢

听我讲解《论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力
量。”顾晨洁说。

和国家使命紧密相连
“我问儿子，瞧瞧，你老爸当国际志愿者

是不是很牛？儿子说：爸爸真牛！那一刻，我发

自内心告诉儿子：祖国，真牛！”第九批上海援
老挝志愿者、上海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孙

伟的话语引来了大家的笑声。在老挝，他是不
领工资的篮球国家队主帅，带领球队一次次刷

新国家队最好战绩，老挝朋友对他充满感激。

现任上海大有同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的顾倩之前没想过，自己的声音有

一天会在国家级广播电台中出现。2018年 8

月至 12月，顾倩加入第十一批上海援老挝志

愿者队伍，在老挝国家广播电台担任中文、英
文播音员。“我播报过中老铁路的建设进程、

阿斯托水路坍塌时中国第一时间救援的消
息，播报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精彩论述。”顾倩说她深切感受到自己和
国家的使命紧密相连。 首席记者 陆梓华

用青春搭桥 跨过国门打通心门
上海团市委派遣的“援老挝”青年志愿者书写中老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