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助群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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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捐款为了独居老人

春笋来自老党员夫妻

疫情袭来，好几个楼组长
缺席，她一人要负责6个楼栋，
除了通知防疫消息，还要爬楼
送菜。哦，对了，她今年70岁。

楼组长建群爬楼送菜70岁

的客梯变身爱心货梯

普陀区桃浦镇樱花苑居民区，5个“楼组

互助群”在线上“征集需求”形成了居民自己

解决困难的“闭环式”服务。这5个“楼组互

助群”，串联起了这里950户居民的“喜怒哀

乐”。除了掌握居委会第一时间传递的各类

疫情防控信息、相关政策，还是居民们守望

相助的主阵地。

在小区住了几十年，今年80多岁的黄阿

姨，就因此解决了大麻烦。闭环管理期间，

家人发现黄阿姨的导尿管位置出了问题，已

经有发炎的症状，便在微信群里联系了居委

会的工作人员，求助医护人员帮忙拔出导尿

管。“我们看到这条信息，第一时间就将这一

需求发到了小区其他的4个楼组居民群里。”

樱花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袁廷海告诉记者，

“很快就有居民响应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带着护士邻居，穿好防护服，为黄阿

姨拔掉了导尿管，并做了相应的处理。”

这5个楼组互助群，根据居委会干部分

管的区块划分，保障一户居民至少有一位入

群。“在覆盖全体居民的同时，每一位居委干

部同时入群，确保5个楼组群的需求和信息

可以联动互补。”袁廷海介绍。

“特殊时期，医疗资源很紧张，我们也不

想转运去医院，但这个情况，我自己真的手

足无措。感谢小区的热心居民，还有社区工

作人员全程陪同，又做了防护，还做了消杀，

太贴心了。”黄阿姨的家属连声道谢。

“袁书记，你们最近辛苦了，还要每天

给小区的老人去配药送药，我替你们跑跑

腿吧。”群里一位居民主动请缨去做配送药

的志愿者。樱花苑居民区的老年人占比达

到了42%，常规慢病用药需求量大。封控

期间，居委会干部在核酸采样、发放物资之

余，每日还要去为这些老年人配送药物。

“居民主动报名来参与，我真的很感动。但

出于对居民志愿者的保护，我们只让居民

参与取药，送药上门，凡是涉及闭环管理楼

栋、闭环管理家庭的药物配送，都是我们居

委会的工作人员穿好防护服，上门配送。”

通讯员 丁婉星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小区封控期间，我们老年人不会用手

机买菜、点外卖，虽然每天都会有送菜的‘大

白’过来，但是没想到还能吃上新鲜春笋，真

的是太感谢费老夫妇了！”家住长宁区仙霞

新村街道杜家宅小区的张阿姨说。

“大家点赞的‘好邻居’就是我们

小区的费润祥和吴夌儿老夫妻俩。”

杜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陆菊敏说，费老夫妇

都是老党员，平时为人低调，但都是社区里

的“热心肠”。

费老夫妇的儿子阿宏在浙江金华经营

一家小企业，平时经常进行慈善捐赠。3月

29日，在一次视频聊天中，费老夫妇和儿子

提及买菜难问题，费润祥表示想为大家做点

实事，询问儿子能否在浙江筹措一些蔬菜运

输至上海。

“当然可以！”儿子阿宏非常赞同。挂断

视频后，阿宏当即开始联系浙江当地的朋友

筹措蔬菜。同时，费润祥把此事告知杜一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陆菊敏和第三党支部书记

瞿爱萍。

听到这个好消息，陆菊敏和瞿爱萍既高

兴又担忧：4月1日居民区要进行封闭式管

理，运输车能否在此前顺利到达？需不需要

检疫？运输车需不需要通行证？为了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陆菊敏立即和仙霞新村街道

相关部门沟通。

经过多方努力，3月31日下午，一辆满

载着1200公斤新鲜竹笋和450份免洗消毒

洗手液的物流车抵达杜家宅小区。夫妻俩

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又忙活开了，卸货、分拣、

装袋、打包……按照费老的意愿，这批远道

而来的礼物被分发给了杜一居民区社区工

作人员、党员群众志愿者、独居高龄老人等。

看到邻居们发来的感谢之词，费老夫妇

表示：“我们是党龄50多年的老党员，这点

小事不足挂齿，只不过在这特殊的时刻为大

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实事。”

通讯员 吴佳倩 本报记者 屠瑜

“老人家们，请放宽心，小区这么多热

心邻居和志愿者，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

门外，“大白”志愿者这么告诉老人家。门

口，马甲袋里，满满一袋子刚刚送来的新鲜

蔬菜。

前几天，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弘辉名苑

业主志愿者自发组织捐款，近百位业主为小

区独居老人捐款超过1.5万元，筹集“爱心

菜”，缓解封控期间独居老人们的生活不便。

封控期间，独居老人们不会用手机，买

菜困难，就算会用智能手机，抢菜更困难。

“各位好邻居，想想办法，不能让老人家们为

买菜发愁！”一时间，小区楼组群里，独居老

人们买菜难，成了头号热点。

好邻居们的第一反应是——阿拉小区，

能让老人家们为吃菜发愁？不能！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菜，阿拉帮着

买！钱，阿拉帮着出，不用老人家们花钱的，

就算是非常时期阿拉的“敬老心意”。

说干就干。3月28日上午到29日上

午，24小时内，弘辉名苑业主志愿者自发组

织捐款，近百位业主为小区独居老人捐款

超过1.5万元，买到了新鲜蔬菜，缓解了封

控期间独居老人们的燃眉之急。3月28日

晚，一部分蔬菜运到，志愿者们开始分头打

包，一直忙到凌晨1时多。次日早上，老人

们爱吃的香干、豆腐，终于到了——45份

“爱心菜”打包完成，一份份配送到了独居

老人家门口。

“老人家们，安心在家过好每一天，有什

么生活方面需求，都可以求助同楼志愿者和

各个楼组群，志愿者们很乐意响应你们的需

求。”好邻居“熊先生”是这次捐助活动的组

织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爱心物资，还不忘叮

嘱老人家——好邻居就是用来“麻烦”的，千

万别怕麻烦啊！

本报记者 姚丽萍

“蔬菜礼包挂在门口，记得开门取。”

今年70岁的张静菲熟练地用手机拍下门

把手挂菜的照片，发进自己负责的楼组微

信群里，并且不忘熟练地@一下她要通知的

人。一家一家送菜，一张一张拍照，一个一

个点名。

张阿姨已经做了20年的楼组长，虽然身

体状况不错，看起来也比实际岁数年轻，但

楼组长，就是爬楼的组长，一次爬个3楼，她

就气喘吁吁：“4年前我就说自己年纪大了，

跑不动了，家里丈夫又脑中风需要照顾。但

是‘硬仗’来了，那我只能上，必须上。”

由于突然来临的疫情防控措施，张阿

姨所在的金山区枫泾镇白牛居民区有不少

楼组长来不及回到居住的小区，就被隔离

在了外面。好几个楼组长缺席，楼栋却不

能没人管。于是居委会把小区楼栋做了重

新分配。在这一轮疫情防控中，张阿姨不

仅要照看她原来负责的桥英花苑6-8号3

个楼栋，还要负责起9-11号3个楼栋内的

居民生活。

“好在我学习能力还行，前几年在社区

老年电脑班里学了用手机拍照、买东西、聊

天。就正好用手机弥补我体力不足了。”张

阿姨几年前就给她自己负责的3个楼组建立

了微信群，重要的防疫消息，她先在群中发

布，并且尽心尽责地检查每一户的头像回答

“收到”，长时间没有回应的，张阿姨就要“点

名”，确保对方看到。

微信群消息的方式代替了一部分上门

通知，但还是有不少实打实的体力活。总共

6个楼栋40户人家，通知做核酸检测、给老

人送纸质登记码，甚至把米和蔬菜一袋袋拎

上楼。送菜归来，张静菲也利用晚上的休息

时间写起了入党申请：“党员要讲冲锋，讲奉

献。我对照自己应该合格了。”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朱丽燕

每天下午5时多，东安路888弄1号楼

的电梯就格外忙碌，两部客梯变身“无人货

梯”，里面搭载了各式各样的食品或者生活

用品传送到各个楼层。封控已经有些时日

了，楼道里有的居民开始出现物资短缺。

于是，“爱心电梯”在消杀后就开始传递彼

此需要的食物和各种日用品。大家都感

慨自己如此幸运，遇到了“中华好邻居”：

“这‘爱心电梯’搭载的是温暖的邻里情，我

们不仅能吃到下午的coffeebreak，还能喝

上保健的大蒜酒。这真是疫情中难得的

暖心。”

1号楼微信群是这次疫情建的，当时是

为了方便通知大家做核酸。浦西封控后，有

家庭牛奶、鸡蛋断供了，老人、孩子需要营

养，但大家又不敢在外面团购。住8楼的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梁春敏说：“我们这

个全阴楼，不能因为团购‘破防’呀。”于是，

大家决定“自助自救”。有人在群里发起接

龙，最后统计出需求，“富裕”的家庭纷纷匀

出冰箱里的牛奶。梁教授和楼里另一位方

大夫指导大家，电梯消杀后，把牛奶搁在盒

子或者纸袋里放进电梯，有需要的业主按下

电梯，牛奶就送到楼层了。

微信群就这样热闹起来，原本“相逢不

相识”的陌生邻居变成了熟人。考虑到孩子

要上网课，大人要居家办公，大家就把“爱心

电梯”的运行时间定了每天下午5时以后。

每天这个时间也是上线人最多的时候，“家

里狗粮要见底了，谁能救助下啊？”“油只有

最后一点点了。”……

盘活的每一件物品，群里的每一个叮

咛，激活了久违的邻里深情，尤其在当下的

非常时期，每个人都感觉尤为珍贵。楼里居

民自发为辛苦服务的物业捐了矿泉水、馒

头、方便面、饼干等。除了调剂生活必需品，

咖啡豆、大蒜酒、水果都也开始出现在需求

清单里，于是就有了某天下午的云下午茶，

大家拿出精美的咖啡杯、精致的西点，一起

云喝咖啡云喝酒……大家相信守得云开见

月明，期待疫情后再相会。 本报记者 袁玮

17时

5个

1.5万

1.2吨

阿拉小区，哪能让老人
家为吃菜发愁！好邻居就
是用来“麻烦”的，千万别怕
麻烦啊！

一对党龄超过50年的夫
妻，为小区居民筹来了1200
公斤新鲜春笋，他们是怎么做
到的？

海몣
居쇚뻓

楼里谁家物资短缺了，只
要在群里说一声，热心的邻居
都会帮忙。按下电梯，物资就
送上来了。

封控在家，老人的导尿管
出了问题，这该如何是好？多
亏了互助群，燃眉之急就这样
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