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临汾
花园小区的志愿者自发组成
了一支“爱心车队”，奔波在小
区楼栋，为1650户居民配送
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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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爱心“车”队有点杂
这支“车”队的组成可谓五花八门：从电

瓶车、出租车、私家车，到平板车、带轮子的篮

筐……

4月6日下午3时多，临汾花园小区门

口，快递小哥戴道罡和他的4位同事，将牛

奶、肉类、连花清瘟胶囊等物品，搬到他的电

瓶车的大篮筐内，“我们干这个很熟练，加上

车上都有个大筐子，装得多、也送得快。”从

吉林来到上海打拼多年的戴道罡告诉记者，

今年是他在顺丰干快递的第8年，跑过数不

清的大街小巷和社区，但这却是他头一回

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面罩在小区挨家挨

户配送。

“上海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几天的工

作和平时上班没啥两样，人住在小区，能帮

上忙就好。”戴道罡说。

“在小区兜着一圈圈送东西，这肯定是

从来没经历过的。”装满后备箱，随即送货的

出租车司机施剑峰说。自从小区封闭管理

之后，他就向居委会报名，决定当一名志愿

者。小区南北向加起来有七八百米，疫情期

间只有一个大门卸货，徒步一趟要一两公

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路上，又慢又不方

便，我们就想到，有什么车就用什么车。我

就开起了出租车。”

让施师傅印象很深的是，4月2日晚上

7时，装载着1650户居民急需蔬菜的卡车

到达小区门口。这也是志愿者们第一次面

对如此“壮观”的配货场面，那天的志愿者

有100多位，在通过人工接力、卸货、清点之

后，大家就马上行动起来，用各种车配送。

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肖昌看来，关键时

刻，小区凝聚力，党员的责无旁贷，都让他十

分感动。“这支志愿者队伍有60%的人是党

员，以中青年居多。”

通讯员 张琦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高老师，我买了一袋米，辛苦您了！”“网

购的药到了，麻烦高老师帮我拿一下！”……

自从成为一名“大白”快递员后，普陀区桃浦

镇紫藤苑小区居民志愿者高建国的微信一下

子热闹起来，因为他一个人包揽了小区内所

有闭环管理楼栋物资配送的“硬核”任务。

3月18日晚上10时左右，紫藤苑小区收

到防疫部门的紧急通知，需要对2栋楼进行

闭环管理，恰巧第二天桃浦镇将在全镇范围

内开展核酸筛查工作，居委会人手严重不

足，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斌发布志愿者招募

令，一向热心的高建国立马报名参加，并主

动揽下了“大白”快递员这项任务。

闭环管理楼栋的居民不能出户，需要有

人给每家每户送物资。“有些事虽然存在危

险，但总要有人去做。”高建国说。

紫藤苑建于20世纪90年代，除了一栋

楼去年刚完成加梯，其他楼栋都没有电梯，

为闭环管理楼栋配送物资基本全靠肩扛手

拎。对高建国来说最难的不是负重爬楼，而

是整个过程都必须穿着密不透风的“大白”

防护服，时间一长，闷热的防护服里就有汗

水不停地淌下来。防护装备穿着要求很严

格，为了节省紧缺的防疫物资，他坚持少喝

水、少吃东西，让自己尽量不上厕所。

每天饭点都是配送高峰，高建国经常忙

到下午一两点才有时间吃午饭，因担心把病

毒带回家，他每天都让爱人将午饭放到楼下

草坪的休闲座椅上，自己简单吃两口。

“你一个人太辛苦了，我再安排一个工

作人员配合你吧。”看到高建国忙得饭都没

时间吃，还曾在搬运工作中突然流鼻血，张

斌多次提议增加人手，但每次都被高建国拒

绝了。“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事，何必两个

人去冒险呢。上次流鼻血是个意外，目前这

个工作量，我还吃得消。”

在高建国的坚持下，他成了紫藤苑小区

闭环管理楼栋的专属“大白”快递员，每天要

从早上7时30分忙到晚上9时，而他的付出

也都被居民看在眼里。“给高老师点赞，辛苦

了”“辛苦一天，好好休息”“日日夜夜忙不

停，感谢”……看着居民们在微信群里的点

赞，高建国心里暖暖的。“会觉得一切都值

得，我会继续加油。”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在孙艳秋的计划中，4月中旬，她会从租

住了3年的爵士大厦搬出，带上还在吉林老

家的父母，到全国各地旅行。但疫情打乱了

所有的安排，从事电商行业的她更从“卖家”

变成了“买家”，每天在线上为邻居们团菜团

肉，成为名副其实的“团购一姐”。

蔬菜、鸡蛋、猪肉、水果、家禽、水产、牛

奶、面包……从3月28日开始，孙艳秋组织

小区居民团购了二三十次的物资，带领大家

从缺这个少那个的“困难户”，成为了家有余

粮的“富裕户”。

“货源是小区居民一起找的，群里的宝

妈们都很有能力，他们会把各种供应商的产

品和联系方式转发到群里，如果大家有需

要，我就去谈判。”她告诉记者，因为从事电

商行业，长期与供应商、团长打交道，所以无

论是考核资质，还是催单发货，她都很有经

验，关键时刻还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

大家争取更多的物资配送。

“供应商们也是连轴转，需求太多了。为

了提高效率，考核资质后必须说重点，能不能

送？钱怎么付？时效如何？弄清楚这三个问

题，我们就自己统计份数、核对清单、收款发

放，让他觉得我们小区特别省事、特别爽气，

后续就愿意优先供应。”她说。

孙艳秋就连截单时间也想得很周到，一

般安排在下午1时开始，到第二天上午9点结

束。“小区里有人工作忙没空时刻看群，也有

睡到很晚的夜猫子，安排在这个时间，能照顾

到最多的人。”

你开团，我记录，他算账，还有人负责接

货……连日以来，爵士大厦的团购小组合作

无间，除了“团购一姐”，还有很多热心居民

参与其中，既是自救，也是服务他人，成为疫

情期间的一股暖流。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一张桌子，桌面上摊着一份报纸，摆放着

三碗菜，红烧土豆、蒸腊肠、番茄炒蛋，饭桌旁

坐着一老一少。“奶奶，这是你昨天说想吃的

红烧土豆，你尝尝我烧得怎么样。”年轻的这

位名叫陆伟菁，她口中的“奶奶”是她的邻居

陈奶奶。

陈奶奶今年78岁，与儿子和儿媳住在金

山区张堰镇紫迪兰庭北区，3月21日晚小区

开始闭环管理，而儿子儿媳早在14日就各自

奔赴战“疫”前线，吃住在单位。

陆伟菁是紫迪兰庭北区8-11栋楼的楼

组长。小区防控当晚，居委会临时要求楼组

长统计所有楼栋的住户情况、了解每户的人

员情况。陆伟菁了解到，8号楼的陈奶奶目

前独居在家。她找陈奶奶的儿媳俞秀红了

解了具体缘由，并记在心里。从22日至今，

陆伟菁已经陪着陈奶奶做了七次核酸采样。

4月1日，陆伟菁上门陪老人聊天，偶然

发现房间里存放着的昨天发放的物资，发了

多少就还有多少。她又想起昨天她将发放

的物资送到陈奶奶家中之后告知俞秀红，俞

秀红却让她把食物拿回自己家吃。当时忙

于工作的她没有细想，现在却陡然意识到，

老人一直没做饭。“是我太后知后觉了！”陆

伟菁语带愧疚。之后，她向俞秀红了解，陈

奶奶不会做饭，前几天吃的都是小区外面送

进来的盒饭。

4月1日晚上起，陆伟菁开始为陈奶奶

烧饭送饭。“盒饭送过来有点冷掉了，我烧了

送过来就还是热的，奶奶一个人在家不容

易，吃得新鲜热乎，心情也能好一点儿。”平

日里，陆伟菁每天都要在小区做志愿者，只

能抓紧午休晚休的时间，在自家烧好后盛送

到老人家中，老人吃完之后，将剩余的饭菜

换盛到老人家中的碗，自己洗了餐具回家。

“奶奶说不吃早饭，我就一天给她烧两顿。”

在张堰镇，每天都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已

经或正在发生，这些举动或许算不上多么轰

轰烈烈，但足以温暖人心。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蔡婷婷

这位“临时妈妈”好可靠
“如果没有你帮我照顾孩子，我就不可能

全身心投入到抗疫中，谢谢你！”4月5日凌

晨，刚忙完一天防疫工作的金山区朱泾镇社

区工作者周妙红，看到邻居姚红霞发来孩子

当天的学习情况及交作业提醒十分

感动，立即回复了条信息表达对这位

好邻居的感激之情。

周妙红和丈夫林永强都是朱泾镇村居一

线的工作人员，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

口，头绪多任务重，自3月开始，他们夫妻俩回

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随着上海全市各中小学

开启线上教学模式后，孩子的学习成了夫妻俩

的难题。“孩子正读小学二年级，老人年纪大了

无法辅导孩子学习，刚开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办。”周妙红说。就在犯难时，邻居姚红霞主动

提出了帮他们照管孩子的想法。

姚红霞家也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

个上小学，她每天要兼顾三个孩子的学习和

生活，监督孩子们上好空中课堂、各科老师的

直播课，督促孩子们进行跳绳、来回跑等体育

锻炼。中午她会为孩子们准备美味的午餐，

直至晚上辅导孩子做好所有作业后把他送回

家。姚红霞把孩子每天的学习、生活都安排

得妥妥当当。“只要他们夫妻俩还没回家，我

这个‘临时妈妈’就要继续当下去，做他们坚

实的后盾。”姚红霞说，周妙红夫妻俩坚守

“疫”线，为大家筑起了阻断疫情传播的牢固

防线，让人心生敬佩。自己也想出一点力，让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越是困难时刻，越能见证守望相助的真

情；越是紧要关头，越能凝聚同舟共济的力

量。小区封控，隔绝了病毒的传播，但隔绝

不了浓浓的邻里情，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量

温情守护“岁月静好”，让朱泾这座小镇在抗

击疫情时充满了底气与力量。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姚丹萍

夫妻二人都在抗疫一
线，家中孩子的学习怎么
办？关键时刻，邻居主动伸
出援手，当起“临时妈妈”。

楼栋封控又没有电梯，
那么多户人家的生活物资该
如何送达？一位志愿者一肩
扛下这项“硬核”任务。

这位“大白”快递很辛苦

看着邻居们因为封控，
生活物资告急，从事电商行
业的她主动运用专业知识帮
助大家团肉团菜。

这名“团购一姐”太给力

儿子儿媳奔赴战“疫”前
线，留下不会做饭的老母亲
独居在家。多亏了一个“上
门孙女”的帮助，老人的生活
起居得到了照顾。

这个“上门孙女”多贴心

海몣
居쇚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