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伏红超、杨兆杰设“医疗咨询点” 受访者 供图

非常时期，危急时刻，在社区，在封闭小区，活跃着来自各
行各业的志愿者群体。
他们，热情服务居民，助餐、助医、助学……各显神通。
他们，始终坚守一线，救急、救难、救人……临危不惧。
当然，这群可爱的人，也被关爱着，四面八方的各种投喂，

轮番不断。
这，就是上海。紧要关头，志愿者温暖、明朗、敞亮、向善向

上敢担当的精、气、神，就是抗疫必胜的底气——这群可爱的
人，给我们送来了春天的温暖！

助餐
资深菜场经理
乐做“送菜小哥”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近期开展了大规模

免费核酸检测，48小时要完成约23万人的

检测量，这个工作量可想而知。医护人员、

居委干部、机关干部、党员志愿者成了冲在

第一线的人。

闵行区人大办、检察院、医保局、交

通委、规划局、生态环境局、区行政服务

中心、区妇联……区级部门派员下沉一

线支援，成为志愿者“大白”“小白菜”“蓝

精灵”。

协助点位维护秩序、提醒出示检测码、

现场登记信息等，一抹抹绿色格外醒目，也

让有需要的居民能及时寻求帮忙。来自闵

行区交通委的小吴和小顾，帮不会网上登

记的居民操作手机，小吴调侃道，“今天可

算把市面上的手机型号都见了个遍，所有

手机操作系统都难不倒我了！”

遇到行动不便的居民，平日的“制服

小哥哥”顿时温柔起来，成为移动拐杖搀

扶左右。

各点位志愿者也收到不少“投喂”，“老

邻居饭店”给志愿者送来20份客饭，还问

“够不够？”乐坊西南商城的咖啡店送来咖

啡慰问，还给一线工作人员打气：“你们守

护生命，我们用心回馈。”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俱乐部广

场外，“大白”和“蓝精灵”准备就绪，头上一

顶顶蓝色的“百事可乐”遮阳大伞正好与身

上的服装相得益彰。

“大家请戴好口罩、不要急、注意‘一米

线’；手机上先准备好云健康预约码。”随着

地产闵虹青年志愿者一声声的提醒，现场

秩序井然有序。

“核酸检测需要人手协助，地产闵虹

团委立刻组织青年志愿者参与，在江川

和闵开发职工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一

定挺身而出。”地产闵虹团委书记刘家欢

表示，投身公益支援，履行社会责任，责

无旁贷。

闵开发园区的百事公司不但赞助了遮

阳伞，还送上“快乐水”，消除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的疲惫。

通讯员 江川 本报记者 鲁哲

可爱的志愿者，你们送来了春天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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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餐、助医、助学、救急都有贴心人守护

“土豆2斤，番茄4个，猪肉1斤，青菜2斤，鸡蛋6个。

好，这就是3月14日的营养套餐！”

一样样点清楚，打包完毕，三四十份，当天全部送到封

闭小区居民手上。

傍晚，数数一天的战果，华巍乐了——做了10来年江

南菜场经理，非常时期，兼任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社区志愿

者，助餐，做起“送菜小哥”，倒也胜任愉快！

这位“快递小哥”，也不是单干户，还有两个好搭档。一

位叫阮伟，是菜场管理员；另一位叫王林章，是资深摊主，在

江南菜场摆摊十多年。从3月9日起，这三位就都做起了社

区抗疫志愿者，人称“送菜小哥”。

为啥，要做“送菜小哥”？原来，距离江南菜场不远，五

里桥街道一个小区前几天进入临时封控。小区里13幢居

民楼，街道防控指挥部安排13位“大白”拉起13个微信群，

每幢楼一个群，“大白”做群主，居民们全部进群，所有防控

信息、生活需求，都在群里第一时间发布，第一时间响应。

另外，还有两位，同时出现在这13个群里。这两位，是

淮海集团、巨鹿集团的管理人员，江南菜场就是淮海集团、

巨鹿集团下属企业，这两位负责统计13个群里所有居民的

蔬菜供应需求，然后，发单给“快递小哥”三人组。

3月9日，是“快递小哥”三人组助餐保供第一天。“老

天！居民一天里下单60份，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华巍仔

细看了看，发现这样不行。一来，一户一次点太多，放几天，

吃了不新鲜，扔了会浪费；二来，每家每户需求不一，配菜耗

时太长，影响配送效率。

怎么办，才能既保障营养，又不浪费，还能提高配送效

率？“送菜小哥”到底是“老菜场”，三人一碰头，主意，有了

——套餐吧！

套菜，搭配哪些菜品，一份多大分量，都有讲究。封控

小区，居民多数是老年人，以老两口计算，一份套餐吃两天，

没问题。套餐一两天换换花样，品质新鲜，只卖当天的。“价

格，50元左右，都是当天市场平价。高价？想都别想，这种

钱，绝对不能赚！”华巍说，抗疫至今，“大白们”累死累活，看

看都觉得心疼，就想能不能帮他们分担。这回，就把“送菜小

哥”做做好！

居民担心，菜场里，货源供应到底够不够？华巍让大家

放心。

这几天，菜场供需两旺，进货比平时多，来买菜的也比

平时多，人员往来，进进出出，菜场防疫要做到位。一上午，

忙好了菜场里的，封控小区的当天订单，也就发来了。

“送菜小哥”三人组，手脚麻利，一份份套餐都备好，出

发！蔬菜送到封控小区门口，“大白们”说，“送菜小哥”来

了，不对，是菜场“好邻居”来啦！ 本报记者 姚丽萍

封闭管理小区内，老人急于外出透析，怎么

办？居住在小区内的医生主动报名成为志愿

者，开起“医疗咨询点”，帮忙登记联络；腿脚不

便的老人，由保安队长背着上下楼……嘉定区

嘉定镇街道涌现出一系列暖心做法。

3月12日下午，嘉定区中心医院放射科医

生伏红超下班回家不久，发现自己所住的梅园

新村封闭管理了。他与同住小区的同事杨兆杰

一合计，第一时间到居委会报名当志愿者：“我

们是医生，大家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梅园新村的居民老龄化程度高，尤其是老

年病患者多。封闭管理第一天，小区要做全员

核酸检测，伏红超、杨兆杰就在一旁，手把手地

帮助老人们登记检测信息。第二天，他们就在

居委会开设了医疗咨询服务点。“我们有专业知

识，可以指导老人买药，登记外出就医，也可以

安抚他们的情绪。”

14日，有位八旬老人急急找上门来，说第

二天约好了在医院做透析。伏红超、杨兆杰一

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按照流程做好登记，由社

区专职医生联系120，送老人到指定医院的隔

离病区治疗。

“他们的主动请缨，让我们很感动、很温暖。”

梅园社区社工站站长姚冰告诉记者，除了两位医

生外，梅园的志愿者群内已经有近20人。

嘉中社区内多为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老

旧房屋，独居、高龄、残疾人等居民较多。嘉中

社区党总支副书记赵静告诉记者，3月13日起，

社区因疫情封闭管理，这些弱势群体成为居委

干部重点关照的对象。患有尿毒症的朱阿姨，

就是其中之一。

“朱阿姨行动不便，平时一般不出门，做透析

时，是她弟弟开车来接送。”赵静介绍，“这次因为

疫情，老人身边只有女儿一个人，力气不够。朱

阿姨急着做透析，背她上下楼的，是我们王队。”

赵静口中的“王队”，是保安队长王金科。14

日上午，王金科接到居委电话，二话不说就赶到

了朱阿姨家中，小心翼翼将老人背下楼；下午1

时，他还在吃饭，听闻老人回到小区了，又放下筷

子，将她背上楼。除了做好“守门”的分内事，他

也主动做起志愿工作。“能够帮助别人，我感到更

有价值，有种自豪感。”这个1988年出生的小伙

子笑得腼腆。 本报记者 杨洁

“阿姨，弟弟，我来啦，自己试过登录了吗？”3月14日早上

7时40分，金山区朱泾镇临源居民区社工王艳已经早早来到

临源三村居民孟阿姨家，为其上小学的孙子做上网课前的电

脑调试，孩子和奶奶两人守在一边，看得认真。事实上，这已

经不是他们第一次看王艳做演示了。13日的下午，王艳就已

经带着悉心整理的笔记和课程表交到老人手上，还提前在孩

子的平板上下好需要的上课软件。

“真的谢谢你哦，小姑娘，来了又来，为我解决大难题了，

我现在这个脑子给孩子管吃管喝还行，这个高科技真的一时

半会学不通。”几天前，孟阿姨接到了女儿的电话，托付给她一

份监督孩子上网课的差事，能和孙子天天待在一块儿本是桩

高兴事，可是不会使用电脑却让她犯了难。

据临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茜说，自“本市中小学调整

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托儿所停止幼儿入园”的通知发布以

来，在临源辖区，和孟阿姨一样，有着相似忧虑的老人不在

少数，儿女是双职工家庭，“线上教学”期间需要祖辈帮衬，

这项甜蜜的任务却让老人们喜忧参半，主要原因是电脑不

会操作，怕耽误孩子学习。

疫情之下的基层治理更需要“精度”与“温度”，面对新需

求，临源居民区党总支主动跨前，对将由祖辈看护上网课的孩

子数量进行排摸，对有电脑操作困难的家庭进行记录，而居

委会社工们也提前进行了全员培训。3月12日18时30分，

一场关于“疫情防控与线上教学”的线上家长会如期召开，

临源居委会的社工们围成一圈，认真观看，这些人中，还包

括未婚的王艳和新婚不久的金叶聪。对于人生中第一堂作

为家长参与的家长会，他们记得特别认真，“8点20分后先

自觉早读，然后，登录空中课堂学习，再由老师在‘钉钉’上授

课答疑互动……看看我记全了吗？”家长会结束，大家的工作

才真正开始，一组对笔记作补充，一组对屏幕截图的课程表进

行打印，还有的实操起了平台的下载和使用。

这次排摸中，居委会特别关注到了辖区的一户二孩家庭，

孩子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下周起，两个孩子都要待在

家中学习，这让孩子的父亲冯先生焦虑了起来，原来孩子的母

亲患有过敏性紫癜，不能劳累，而自己要养家，无法请假，为了

减轻这户困难家庭的负担，临源居委会社工还特别将自己的

笔记本电脑搬来了居委会，让冯先生放心，可以让大宝来居委

会进行网课学习，居委会负责看护。

“现阶段，防疫工作还很艰巨，排摸管控的任务还很重，

但是对居民的服务我们也不能懈怠。”徐茜说，“疫情起伏，

随着防控措施的变化，社区的服务技能和模式也要随时变

换，将守望的助力送到群众的需求上，我们才能真正结起社

区抗疫的‘同心圆’”。

通讯员 殷洁如 本报记者 屠瑜

这几天，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的一个

小区进入封闭管理状态。

在这个有1765户居民的小区里，不

仅有52位9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19名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士。为了应对居民们

的各种需求，小区里出现了两个特殊的

便民服务摊：配药摊和取报摊。虽然只

是两个小小的临时摊点，却给居民解了

燃眉之急。

原来，在小区刚刚封闭后，就有一位

居民因宫外孕引发大出血，居委会获悉

后当即帮忙联系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

这事让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瑾想到，小

区里有不少老人和糖尿病患者，他们的

高血压、糖尿病、抑郁等慢性病都有服药

需求，这次封控突如其来，大家都没提前

备药，存在不小的配药需求。

于是，李瑾对接工作组，请来社区卫

生中心5位医生和3位护士组成的医疗

保障组来轮流值班，在居委会门前开出

了一个“配药摊”。居民只要拿好医保卡

和用药记录到“配药摊”给医生登记好，

志愿者就会带着居民的各种配药需求去

医院代配药。药品拿回之后，志愿者再

挨家挨户打电话请居民下楼领取。这几

天，“配药摊”平均每天要服务60余户居

民。

“配药摊”大受欢迎，小区里又出现

了一个“报刊摊”。居民志愿者夏师傅

说，不少居民都有读报习惯，居民们还需

要及时拿取寄送过来的公用事业账单。

然而，封闭管理却让大家拿报纸和账单

变得不方便了。

志愿者调查到小区里的订报量确实

很大后，就在小区里支起一个“报刊摊”，

把小区居民订阅的报纸集中收集保管，

按照楼栋分门别类摆放，当居民们下楼

做核酸时，就可以顺便把报纸和账单带

回去。

如今，这个小摊每天收发的报刊和

公用事业账单信件数量达到近300份，

广受居民们好评。

本报记者 孙云

封控小区里，九旬独居老人突发心衰，危急关头，进驻在小

区里的普陀区宜川路街道志愿者“暖心守护”，上演“生死时速”

进行救治。“幸好这位街道机关干部警觉，使我们这位九旬心衰

患者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再晚一点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宜川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邝海东表示。

3月10日凌晨，宜川路街道机关青年干部、正进驻支援封

控小区的志愿者高鹏飞，突然发现89岁的陈阿婆乘坐电梯下

楼，他忙上前询问缘由，“陈阿婆！你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

这么白啊！”陈阿婆边用手捂住胸口，边表示，自己因为昨天差

点被诈骗的经历，在电话里与女儿发生了争吵，现在感觉胸闷

透不上气了。

这一状况立刻引起了高鹏飞的警觉，他第一时间联系了陈

阿婆的家属，并上报了医疗组工作人员。医疗组工作人员随即

了解病情，高鹏飞也迅速找到陈阿婆的病历卡，经医疗组工作人

员翻查得知，老人既往有心衰病史，就及时联系了120救护车转

运诊治。但被告知120救护车运力紧张，可能要稍等片刻。

这时，高鹏飞观察老人仍面色异常，在医疗组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高鹏飞边给老人购买了便携式的氧气罐，边联系外卖小

哥，“小哥麻烦您尽量快一些，我们这儿有老人急需吸氧！”氧气

罐被小哥火速送达。陈阿婆在吸氧之后，面色便大致恢复了正

常，在场的防疫人员也随之松了一口气。考虑到陈阿婆为高龄

独居老人，高鹏飞决定让一名工作人员跟车陪同老人就医。大

约30分钟以后，救护车赶来将老人送往定点医院治疗。目前，

陈阿婆已恢复健康，顺利回到了家中。

那之前，陈阿婆究竟为何会差点遭到诈骗呢？原来，在3月

9日夜间，陈阿婆突然找到防疫工作人员，表示有急事，自己需

要借2万元现金，给正等在小区门口的一对中年夫妇。

“阿婆您稍等，我们去核实下！”高鹏飞和防疫工作人员一

听，觉得事有蹊跷，一头安排工作人员告知阿婆隔离期间所有物

品只进不出。另一头他和防疫工作人员前往小区门口了解事情

原委。经过一番追问求证，高鹏飞和防疫工作人员发现，两人提

供的借条明显不具备法律效力。借条是机打的，落款只有名字，

没有个人信息、签字盖章，且两人拒绝提供身份证明。

“阿婆，他们就是骗子！您不能上当！”通过工作人员的耐心

劝说疏导，这时年近九旬的老人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上当受

骗了。幸好工作人员及时识破了骗局，避免了老人的经济损

失。之后，高鹏飞上门为陈阿婆安装了反诈App，并将自己的手

机号录入了陈阿婆手机，叮嘱阿婆：“有事一定要电话联系我

哦！”防疫工作组还安排了工作人员每天上门看望老人。

高鹏飞在封控小区里，综合协调、物资配送、上门摸排、对接

居民……对每一项封控管理工作和日常服务工作，高鹏飞都用

自己真切的付出，为每位居民提供着力所能及的服务，守护着一

方百姓的生命健康。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面对疫情，我们发现那些最可敬的“战士”原

来一直在我们身边，这些可爱的人闻令即动、冲锋

在前，日夜奋战在第一线守护大家。

“请大家戴好口罩，做好自我防护；请大家排

好队，保持1米距离，检测完迅速离开。”非常时

期，在虹口区广中路街道某封闭管理小区核酸检

测点，焦红萍正一手举着喇叭，一手扶着腰托，与

其他穿志愿者马甲的邻居们一起引导前来接受采

样的居民、维护现场秩序。

焦红萍既是该小区的业主，也是广中路街道

金属居委的工作人员。“我平时的工作就是防控疫

情，既然自家小区被管控了，出不了门也回不了工

作岗位，那我就在家门口尽一份力！”焦红萍说。

据了解，上周该小区实行封闭管理，金属居委干部

焦红萍正住在这个小区，这意味着她要在家里隔

离14天。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她非常沮丧，因为不

能返岗工作了。当晚，街道通知居住在该小区的

居委干部全部支援属地所在的商洛居委。居委紧

急联系焦红萍时，她正在家里洗衣服。焦红萍当

即表示服从安排，面对突发事件，作为社区工作者

她也希望为自家小区尽一份力。挂上电话，焦红

萍放下未洗完的衣服，匆匆走出家门。扫楼、排摸

……连夜奋战摸清底数；打电话、上门走访，焦红

萍一遍遍地通知邻居们下楼进行核酸检测。个别

居民不配合，她就耐心解释安抚，尽全力保障小区

秩序平稳有序。“明早6点半，大家不见不散，继续

准时上岗！”结束一天忙碌后，商洛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刘强嘱咐道。深夜近11点焦红萍回到家中，

还不忘和金属居委的小伙伴们分享抗疫工作的点

滴，大家纷纷为她加油，让她保重身体。

随后几天，面对“堆成山”的防疫物资，焦红萍

和其他志愿者们连续工作6个多小时，将物资分

类清点再送货上门，身上的汗湿了干、干了又湿。

不少居民心疼道：“你们休息一下，喝点水吧！”连

续奋战3天后，焦红萍腰疼得站不起来，金属居委

会的同事听说后，提出帮她请假1天。焦红萍得

知后赶忙打来电话：“轻伤不下火线，给我送个腰

托和腰贴就好了。”于是，同事马上给焦红萍送去

腰托。“保重，再保重！”大家反复叮嘱她。焦红萍

说：“我虽还不是党员，但是我会以党员的标准时

刻要求自己，时刻冲在前面。”她表示，隔离期间会

一直当志愿者，社区有需求她随叫随到。

本报通讯员 蒋碧玮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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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配药、取报

救人
老人突发心衰
就医全程陪护

助学
社工上门“助学”
认真赛过家长

助医
老人要去透析
保安背着上楼

坚守
不能返岗工作
就在小区“上班”

投喂
你们守护生命
我们用心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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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不慌不怕，

■ 梅园新村小区封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