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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滕文公上》

中有这样几句：“乡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则

百姓亲睦。”意思是邻

近各村落之间，要一起

守护、互相帮助。

社区封控期间，

我这个年逾九旬的

独居老人更是对“守

望相助”有了深切的

体会。

我这个人轻易不

喜欢求助于人。平时

家中的日常用品和食

品储备也比较充裕，我

不想麻烦社区和邻

居。但是社区知道我

的小辈都不在身边，

又是高龄，所以对我

关爱有加。分发荤素

食品，往往多给我一

点。有一次志愿者在

晚上来敲我的门，对

我说：这次分发荤素

菜，多出两份，居委会

说其中一份给你。还

有一次志愿者拎了一

袋十公斤的大米送上

门。我再三推辞，告

诉她：“我只有一个

人，吃不了那么多，还

是给人口多的人家

吧！”她还是坚持留

下。我感到这留下的不是物，而是

深挚的情。病毒残酷无情，而我们

上海人民是善良有情的。

对送来的食材，我十分珍惜。

比如莴笋叶，我不舍丢弃，洗净切碎

加少量食盐拌匀，在热油中稍加翻

炒后倒入电饭煲，同大米拌和，再加

少量咸肉丁，煮成菜饭，其美味实在

难以用笔墨形容。炖罗宋汤，缺牛

肉和番茄酱，我别出心裁，用送来的

香肠切片替代牛肉。将西红柿切块

放热油中翻炒，加少量水煮沸成糊

状，倒入已放了香肠、土豆、胡萝

卜、卷心菜、洋葱的汤锅中，小火炖

煨。我自认为其色香味不亚于西餐

厅的罗宋汤。我常把自己的“得意

杰作”通过手机传送给好友分享，有

人回复我：周老师，您用有限的食材

精心搭配，把一日三餐安排得如此

妥当，要学习您的正能量。

有好几次我接到电话，从声音

中可以听出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

说：请您开门看看，有食品放在您家

门口。于是我去开门，果然有小包

或马甲袋放在门口。有时是牛奶、

面包，有时是水果、蛋糕，还有一次

收到的竟是一个大白馒头……她说

这是邻居们送给您的，知道您一个

人在家，又不方便网购，所以特意送

给您的。这分明不是一份简单的食

品水果，而是深深的情意！作为一

名长期从教的教育工作者，我从这

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我每次下楼做核酸检测，只要

我上下电梯，那些比我年轻的人都

不再进电梯，宁可多等一会儿。我

知道他们是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老

人，怕电梯人多容易交叉感染，这份

心意我是深刻理解的。

病毒无情，人间有情。我们的

民族，自古以来人民之间就是亲密

无间、和睦相处的。上海这场抗疫

大战，使上海人更团结，邻里间更亲

密，年轻一代，更加迅速地成长了！

周丹枫

昨天傍晚，一段名为《70岁老人的方舱声
音，全程沪语听哭了》的音频在朋友圈里刷
屏。点开后发现，是一位“二舅妈”发给外甥女
的微信语音，一段段拼接起来的。初听没什
么，越听越感动，最后禁不住热泪盈眶。
音频不长，不到5分钟。就像标题说的，

全程沪语，亲切自然，就是在拉家常——一位
“二舅妈”向外甥女絮絮叨叨地讲述了自己感
染新冠住进方舱，最后痊愈回到社区的经过。
亲戚间的闲谈，为何让人心生温暖？只

因话虽然不长，却信息量很大，“含金量”很
高。我们不仅听到了一位老人的开朗、大
度、乐观，听到了居委干部的尽心负责、好邻
居的关心互助、志愿者战友的亲密无间，还
有一个上海老人对付出与回报最真实、最纯
粹的理解。
首先让人惊讶的是，70岁的老阿姨得了新

冠，不但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十分淡定。她说，
“我不想让人家担忧”。和外甥女描述症状，也
十分形象：“喉咙干得一滴水也没有，吃药咽也
咽不下去”。住进方舱后什么感受？“三个人一
个房间，有空调、淋浴、马桶”，“我一个大床，4
尺半的，蛮好的，已经满足了，毕竟要解决这么
多人”。

老人感染，社区干部又是什么反应呢？“书
记到阿拉屋里向，两手一捏，跟我对不起”“把
我们送到车上，穷哭了”“其他居委干部也给我
发微信：书记送了你们以后，回到居委会后还
哇啦哇啦地哭，说对不起他们”。
痊愈后回到家里，大家又是什么态度？“前

两天发大礼包，邻居收好，放在他们冰箱里，回
来都给我了”“居委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的时
候到居委弯一弯”“书记社工都抱着我，我说你
们不要抱我，不安全，他们说不搭介，反正穿着
防护服”……
字字句句，用上海话娓娓道来，没有一句

空话大话，都是老百姓最真实的表达，却让人
感受到温暖和信心。
音频结尾人们读到，这位“二舅妈”是沪东

新村街道北小区居委会第二党支部书记武银
屏，疫情期间第一批志愿者。虽然因为投身抗
疫被感染了，武阿姨却没有丝毫埋怨。而让她
最欣慰的，是回到社区后大家的热情相迎。武
阿姨说：“想想自己平时的付出，他们没有忘
记，这就是一种回报，再困难，有这样的回报，
就很满足了。”
昨天晚间，本报记者晏秋秋电话连线了

音频当事人武银屏阿姨。对话中，武阿姨的乐

观始终在线。她告诉记者，最难忘的、触动最
大的，是这次在方舱看到，国家和政府花费了
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在病人身上。“这么多人感
染，这么多人进方舱，能做到这点真的是很不
容易了。”
本报记者宋宁华找到了音频的发布者，

武阿姨的外甥女陆洋。了解到更真实的武
阿姨。据陆洋介绍，热心公益的“二舅妈”身
体不好，天气不好关节就疼痛难忍，要到医
院打针治疗。但做起事来，仿佛有使不完的
劲。即使在方舱里也闲不住，住进去1个多
小时就当上了方舱“志愿者”，同一间房间里
的另外两位同住的老人，也被她照顾得妥妥
帖帖。
上海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漫长的

抗疫，持续的封控，让很多人都感到悲观沮
丧。但疫情中原本最困难的老人，却如此乐观
与坚韧，不但自身怀抱希望，还挺身而出，无怨
无悔地帮助他人，实在让人心生敬佩。
有网友说，在武阿姨身上看到了上海人的

优雅与坚强，“有武银屏这样的上海阿姨，就觉
得上海有希望！”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武阿姨
一样，心有阳光，不但照亮自己，也给他人带去
温暖。

愿每个人心有阳光 潘高峰

武阿姨的话为什么
打动了上海人的心
“70岁老人的方舱声音”刷屏 武银屏对话本报

记者说得最多的是“支持”“满足”“不容易”
昨天下午起，一段朴实的音视频《70岁老人的方舱

声音，全程沪语听哭了》在网上迅速刷屏，短短几个小时，
微信视频号的点赞量和转发量都突破10万。“二舅妈”武
阿姨突然成了网红。“二舅妈在方舱给你发微信，我在外
面做志愿者被感染了……人家已经觉得很内疚了，去责

备人家干吗呢……我总算来体验了一下（方舱），蛮好的，
现在回家了，不要为我担心。”老党员武银屏被感染后，一
直瞒着家人，直到与儿子视频通话被发现人在方舱，才说
出实情。短短5分钟诉说，武阿姨的积极乐观和替他人
着想，触动了聆听者，也打动了上海人的心。

网友点赞
这段音频，被同样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爷

叔阿姨，被正在抗疫一线坚守岗位的基层干

部，被热心团购生活物资的“团长”们，被严守

防疫规定足不出户的上海市民接力转发。

有人赞她“是上海阿姨的‘天花板’”，更多

网友将她看作上海人的缩影。“成熟”留言：“二

舅妈，侬是上海人的骄傲！”“Vicky静”说：“平

凡而伟大的人，就是千千万万上海人的缩影。”

以稻穗图标为名的网友感慨：“这段如邻家姆

妈在耳边的讲述，热热凝固出泪滴，暖暖疗愈

着人心……”

自述感染后的身体不适、隐瞒家人的真实

考虑、体验方舱生活也挺好……音频中的细

节，真情流露，打动人心。网友“Pearl”点评：

“最主要的是真实。真实的故事最难得。”网友

“大江”也认为：“通话记录朴实感人，这就是上

海人对疫情的态度。”

“昨晚听得我热泪盈眶，二舅妈身上的精神就

是上海精神，奉献、体谅、助人、周到，娓娓道来，无

比坚强。”网友“刘海蓉”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乐观开朗
武阿姨名叫武银屏，今年70岁，住在浦东

新区沪东新村街道北小区，是居委会第二党支

部书记。她3月10日起在社区当志愿者，几乎

天天从早忙到晚，不幸被感染。4月16日，进

了方舱。怕家人担忧，她隐瞒了下来，就连儿

子也是在她出舱前两天，才知道妈妈的病情。

转运至方舱那天，居民区书记“稀里哗啦”哭

着自责：“我很对不起你，没办法保护好你们

……”武银屏反过来安慰他：“社区工作，就是要

靠大家来支持。后面的工作还要你撑，不要难

过。”

在方舱里，武银屏继续发光发热，刚到1

个多小时就当上了志愿者。照顾身边更年长

的感染者，用心开导情绪低落的病友，成了方

舱里的“老宝贝”。入舱6天，康复出院回家，

她受到了居委书记和社工的拥抱欢迎。

武阿姨在自述这段经历时，用的都是家常

话，表达的都是人之常情，平常、真实而动人。

心系社区
昨天晚上，本报记者对话武银屏，再次被

这位“天花板阿姨”的乐观真诚深深感染。

提及自己对家人的隐瞒，武阿姨说，儿子

在视频通话时发现她“面色不好”，其实当时她

身处方舱，已有症状，却轻描淡写地回复：“大

概是灯光关系。”

成为小区第一批志愿者后，她始终奋战在

一线，坦言初期的防护措施和排队秩序有不规

范之处，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对于突然“走红”，她直言没想到。“我跟

外甥女说，跟你语音，只不过是作为家人很随

意地聊聊天，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没想到这

样一报……外甥女讲，不好意思，舅妈，让侬做

了红人。”

在对话中，武阿姨的乐观始终在线。“对我

触动很大的是，这次在方舱，国家、政府在我们

身上真的是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整

套被子和床单都是新的，方舱的管理，我相当

满意，已经很满足了。毕竟有这么多人感染，

这么多人进方舱，做到这点真的很不容易。”

武阿姨说，没想到自己这么早就倒下了，

康复后还想快点回去帮忙。

“定海神针”
昨晚，记者联系上了武银屏的外甥女陆

洋——第一段音视频中的通话对象，听她讲述

“无所不能的二舅妈”。

“她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什么事到她

手上仿佛都是小菜一碟，家里碰上大事，我都

会和她商量。”陆洋介绍，舅舅去世得早，二舅

妈独居多年，热心参加社区事务。70岁的她告

诉家人：“支部有许多党员都比我年纪大，我冲

在一线是应该的。”

在陆洋眼中，二舅妈性格阳光，凡事喜欢

为别人着想，再难也总往好处想，正能量满

满。去方舱后，社区发礼包，她挂念着24名同

去方舱的社区病友，提醒居委干部：冰箱放不

下，就安排邻居们帮忙收好。等到大家从方舱

归来，在家门口第一时间收到礼包，暖意十足。

陆洋说，热心公益的二舅妈其实身体不太

好，天一阴关节就痛，经常要去医院打针治

疗，“但做起事来，仿佛有使不完的劲。”

本报记者 晏秋秋 宋宁华 曹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