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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兆九村，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内的一个老小区，77

个楼栋2000多居民中，老年人居多。3月30日，小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中出现了阳性病例，居委会被封控了。生活保障

怎么办？疫情防控怎么办？老人照护怎么办？关键时刻，作为一

名党员，85后女孩朱月月站了出来。

因为工作关系，朱月月平时和街道、居委会都有接触，加上小区封控

后一直是负责核酸检测扫码的志愿者，跟志愿者团队比较熟悉，所以当她

在业主群里发出居民互助行动倡议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而她也成了大

家口中的“团长”。

4月1日，朱月月和小区志愿者们迅速成立了楼组志愿者民间联盟

群，配合街道新指派的两位年轻居委会干部把小区里的事一点点理顺。

小区很多老人日常没加入微信群，这成了小区内信息传递的障碍。为此，

志愿者民间联盟便组织楼组长和志愿者通过楼栋内扫码组建楼栋群，确

保各类信息公开透明，让每位居民都能明明白白地放心、安心。

针对小区抗原检测试剂发放过程中可能的“接触”，他们对流程进行

了梳理并告知居民，做到“无接触”发放；为了避免核酸检测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风险，他们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流程规范，把检测前的楼组信息登记改

为检测后登记，通过线上通知、线下同步叫号、线下规范引导等一系列操

作，让居民知晓核酸检测的线路和进程，有序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对于居民生活物资上的需求，朱月月特别协调了团队中一位从事食

品采购行业工作的志愿者牵头负责，从报备供应商资质到协调物资运送

再到最后100米如何消杀、分拣，他们同样制定了规范的流程。

朱月月说，虽然当“团长”很辛苦，但当在小区居住了几

十年的老人对她说，看到青年居民站出来特别欣慰

时；当听说老人发现隔壁独居姑娘家不亮灯而

担心她人身安全，却发现她成了小区志愿者

时；当看到被封困在小区里的理发师们不

知疲惫地奔走在楼栋一线，闲时还为老人

免费理发时，这桩桩件件都让她真切

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美

好和温暖。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为全小区居民分发完第五批生活保障物资已经是深

夜10时了。这是程景来到普陀区真如西村小区做疫情防

控志愿者的第26天。程景是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

也曾是真如西村的一名普通住户。今年3月底，当得知浦西地区

即将实施封控，住宅小区全部封闭管理时，他决定来这个曾经生活过

的地方做志愿者。

在这个有着3200多户居民的大型社区，程景和100多位“萌新”志愿

者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岗的。所有人都没有经验，互相之间也

不认识，配合不好，状况频出。“最惨的一次，由于我负责叫号调度不够合

理，有几栋楼的居民几乎同时下楼来做核酸，一时间人群‘扎堆’，当时就

有好几个居民凑上来骂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被人这么骂过，眼泪控制不

住就下来了……但事后想想我能理解。”几次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后，志愿

者们和居委会一起摸索着调整工作方式。4月中旬开始，小区内制定了

志愿者分片区“对口”服务的工作机制。此后每一次做核酸都按南北区，

分两组交叉叫号，有效避免了排长队的情况。

“最近，小区里新增阳性病例明显减少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守好这

来之不易的成果。”程景说，“但时不时还有居民偷偷下楼溜达、倒垃圾、遛

狗。我们只能不停地劝、反复跟他们讲道理。”

由于“身份”特殊，程景常常处于一种随叫随到的状态。不少居民甚

至误把他当成居委会工作人员。发放抗原试剂保障物资、为高龄老人送

餐、为居民配药……因为“全能”，他的工作时间比普通志愿者更长，几

乎每天都要忙到凌晨1-2时。刚开始的几天他是在车上过的

夜，后来居委会腾了间废弃的工作室出来给他休息。

睡不到三四个小时，第二天又重新出现在需要他

的点位。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对我说，如

果哪天你坚持不下去了，想回去了，我们随

时给你开出门单。但我想，既然我选择了

来这里，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等解封

了，我想跟志愿者同事们一起出去吃个

饭，庆祝一下。”

本报记者 解敏

“青浦区白鹤镇朱浦村需要支援，但得连续多天驻扎，有谁愿意去？”

封控前夕，“白熊 ·青之家志愿服务队”的微信群里发出一条号召信息后，

队员们积极响应，报名支援。“00后”大学生朱天翱就是“白熊卫士”中的

一员。

朱浦村与江苏昆山仅一江之隔，村里有11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人，

23位9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天，朱天翱利用碎片时间，写了6000多字的

战疫日记，记录自己3月以来驻扎在朱浦村参加抗疫志愿服务的经历。

以下节选自朱天翱的抗疫日记：

“4月3日，接到市里通知要完成全员抗原自测，我负责的区域是朱浦

村朱家南队。农村的小道异常难走，从下午1点开始到5点结束，完成

300余人的抗原自测任务，队员们要日行几万步将抗原检测试剂盒送到

村民手中，十分辛苦。晚上给奶奶打电话报平安，奶奶说每天晚上都会时

不时起来看看我的微信步数有没有增加，如果有说明我还在忙，如果没有

说明我在好好睡觉休息，她才能够睡得安稳。爷爷也一直夸我做得很

好。”

“4月12日，今天天气非常闷热。朱浦检查站点位已经划分为防范

区，目前不需要核酸了，我便调到了新的点位：蒋浦村委会。10点接到通

知，我所负责的通道暂停，转为下乡上门为腿脚不便的老人做核酸检测，

虽然早已汗流浃背，但还是背上了五公斤重的消毒喷壶，坐上三轮车跟着

医护人员顶着烈日，背着重物在六个村庄内穿梭。下午继续回到原本的

通道上战斗。今天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道多少次。”

“4月22日 ，防范区迎来了一次全员核酸，我又回到了最开始的朱浦

村检查站点位，也终于把核酸检测中所有的岗位都轮了一遍。今天我负

责的是封箱收集采样管，并进行数据记录。下午和晚上，继续日常巡逻工

作，开着小电驴吹着乡间的暖风，心情很不错。”

“4月25日，昨天巡逻遇到了一个老奶奶，她药吃完了，但医保卡不在

身边。我便与村内社保中心联系，在中山医院公众号内帮她把电子就诊

卡弄好。今天帮奶奶的购药信息登记上去了，也算是完成一件大事。”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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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想，与其在家躺
着，还不如去做一些真正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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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
“这是我心中最好的家！”“看得泪目了。”“这比歌会更出彩！”……近

日，一条《疫情之下，阳台上的风景》的视频被新民晚报、上海虹口等视频

号转发，创作者陈智敏是虹口区瑞虹新城的一名业主，业余爱好是摄影。

封控后，陈智敏主动报名当小区志愿者，并在工作中看到了最朴实的人间

温暖、最真挚的互帮互助，于是在和居委会沟通后，他拿起了相机，成为了

小区的记录者。

4月9日，小区一名业主在业主群里提议大家一起开一场演唱会，得到

了上百户居民的支持，陈智敏主动提出可以用无人机把过程拍摄记录下

来。当天晚上，陈智敏看到邻居们的阳台上有挂国旗的，有健身的，有贴画

的，有表演乐器的，甚至有居民将以物换物的信息贴在了玻璃窗上……他

有感于邻居们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于是通宵剪出了阳台上的战疫风

景。之后他看到有青浦、宝山的视频号也发布了类似的视频，感慨道：“在

疫情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

上周，陈智敏的邻居突然联系了他，想请他帮忙跟拍一支救援队的视

频。邻居说：“这支虹鹰救援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消杀工作也

是很危险的，我也想记录下他们的工作过程让大家看到。”陈智敏下意识地

犹豫了一下，因为他需要跟着队伍进入阳楼才能拍摄，但他认为，整个消杀

的过程都是普通市民无法看到的，他觉得有必要用镜头记录下来，也要让

大家看到为抗疫同样付出努力的救援队志愿者的身影。

4月22日，他在社区的支持下，跟着救援队伍来到了需要消杀的场

所，拍摄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记录了救援队志愿者的一天，目睹了

消杀的全过程。他从队员处了解到，消杀设备装满消毒水后足足有80斤

重。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居民楼里，队员们需要背着设备从上至下，在每层

的公共区域消杀，每一轮消杀需要半小时左右。有时候一桶消毒水不够，

他们需要下楼装满后再上楼继续工作。完成消杀后，队员们脱下防护服，

陈智敏看到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陈智敏说：“感谢为上海抗疫付出的每一个人，我有幸尽了自己的一

份力，希望我看到的，都能成为大家看到的。”

本报记者 顾莹颖

自己作为
年轻人，应当挺
身而出，勇敢冲
在防疫第一
线。乌云必将
散去，疫情终将
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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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
的志愿者伙伴们、邻居们，都是
我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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