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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接龙购买生活物资，我也‘推

销’一波自己的学生，我们有生物医学工程、

食品和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邻居们的公

司如果正好招人，岗位合适，欢迎向我‘砸

来’（用人需求）。看到邻居们这么热心有

爱，我也发来试试，万一有机会呢！”不久前，

上海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辅导

员朱旭在自家小区群里忐忑发出了这样一

条消息，没想到成功为多名毕业生就业牵线

搭桥，申城封控的这一个多月，已有6名学生

顺利拿到录用通知。

这场堪称神奇的“就业开团”，源于朱

旭的热心。她住在张江，小区周围有不少

生物医药企业，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时

候认识的许多邻居，就职于这些公司，于

是一个念头在她心里萌生了——“我们的

学生专业对口，受疫情影响，企业走不进

学校，学生也无法外出实习、应聘，能否请

邻居们牵线为学生们创造就业机会呢？”

信息刚刚发布，朱旭的手机就接连闪现

了14条好友申请。“我是做生物制药的，我们

公司一直在招相关专业的人才。”“可以给我

发一些生物制药相关专业的学生简历，我们

有相当多的岗位。”“有本科生推荐吗？我们

部门就在招人。”“我在临港实验室，我们课

题组在招人，本科生硕士生都可以投简历。”

热心的邻居们一下子“涌来”，令朱旭心头大

喜，许多邻居所在的公司都有招聘需求，其

中一位还邀请她加入了“生命科研招聘求职

人才库”。

朱旭立刻忙碌起来，她与邻居们一一

沟通，了解岗位详情，再向所有求职学生公

布信息。此外，她还细致地根据岗位具体

要求，推荐了专业、能力高度适配的40余名

学生，喜滋滋地把简历打包发给相关企业负

责人。

“您好，我这里是上海临港实验室……”

几天后，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付子让接到了

面试邀请电话。今年考研失利的她正在纠

结是否“二战”，看到朱旭老师发来的招聘简

章决定试试，没想到最终抓住了这个难能可

贵的机遇，顺利通过面试。“疫情之下，能用

这样特别的方式找到工作，让我觉得既幸运

又暖心，我会怀揣赤诚，把这份来自社会的

关怀与帮助融入之后的工作”，付子让感慨

地说。

抛出“橄榄枝”的邻居徐白，平时与朱旭

只是“点头之交”。看到群内的消息，就职于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的她，立即加了朱旭的微信。徐白的部门正

有用人需求，她一边确认上理工毕业生的教

育背景等基本情况，一边与中心人力资源部

门同事对接，几天时间就促成了后续线上面

试等招聘流程。“这届毕业生太不容易了，看

到同学们拿到录用通知我很开心。而且有

位学生刚好进入我所在的部门，我也机缘巧

合成为受益人，希望她能在这里成就更好的

自己。”

最终，经过这次“人才社区团”，6名上理

工毕业生和企业迅速实现“双向奔赴”，顺利

拿到录用通知。其实，这样灵活推进就业的

方式在上理工并非毕业季的临时“抱佛脚”，

每年学校都会针对就业数据进行分析，以学

生需求作为出发点，将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

作为根本遵循，多渠道、多途径、多切口为毕

业生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

本报记者 易蓉
特约通讯员 董真

小区群开“人才团”成了6单

“小熊，我们都听你的！你让我们怎么

做，我们就怎么做！”长宁区华阳路街道秀水

居民区华秀小区有一位楼组长叫熊凌珍，楼

里七八位独居、孤寡高龄老人，都是她重点

关心的对象，而这位让老人们万分信任的

“小熊”也已60岁了。

医食住样样关心
疫情期间，楼里两位70多岁的独居阿姨

感染了新冠病毒。两人转运去方舱治疗后，

熊阿姨每天都和她们通电话，询问身体情况

和治疗情况，时时给予关心。知道她们要从

方舱回来，熊阿姨担心她们家里没有东西

吃，还特地烧好饭。

熊阿姨楼里有一位独居的茆先生，已近

70岁，不会烧饭，平时都是在外面吃。疫情

期间，茆先生吃饭成了大问题。熊阿姨让女

儿在网上帮他抢了一些方便食品。如果街

道发物资，她会和居委会沟通，帮忙调剂一

些给他，解决了茆先生的燃眉之急。

老年人配药也是件大事。楼里的老人

缺什么药，都会告诉熊阿姨。她会认真统计

好每个人的需求，把医保卡等相关材料收集

好后交到居委会，有时候，不一定能马上配

到，还要来来回回跑好几次。

另外，楼里居民每次做完核酸，熊阿姨

还会拿上喷壶，装上消毒水，给楼道所有楼

层做一遍消毒。她总是那么无微不至地守

护着这幢小小的单元楼。

帮助人不计回报
熊阿姨告诉记者，只要是她楼里的人有

困难，她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付出让她感

到很开心，这就是她的性格。虽然自己年龄

也不小了，但是比起那些年龄更大、身边没

有家人照顾的“老老人”来说，她还可以做很

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熊阿姨的微信、电话每天忙个不停，老

人们半夜睡不着觉，都会找她聊天，她总是

不厌其烦地安慰开导老人。她累并快乐着，

没有一句怨言。也有居民想到给一些物质

回报，都被她拒绝了：“心意我领了，只要大

家平平安安，我就心满意足了。”熊阿姨说。

不仅熊阿姨，疫情期间，华阳路街道秀

水居民区老年协会20多位老人都主动站了

出来，按照就近原则认领了100多位独居、孤

寡高龄老人，及时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和生

活情况。据秀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冀卓俊

介绍，疫情发生前，这些平均年龄65岁的“小

老人”一直坚守在为老服务第一线。他们也

带动了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本报记者 屠瑜

“小熊，我们都听你的！”

“今天做核酸等会群里看通知，高楼层

先下，低楼层的走楼梯，电梯不会拥挤，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不用排队，志愿者先要做准

备工作，今天还是原来几位志愿者。”“今天

402室为大家联系直供蔬菜团购，7斤蔬菜

30元，有需要的大家接龙，这是我们第一次

团购这么便宜的蔬菜，还是当天采摘的，太

好了”……

自本轮疫情封控以来，普陀区长风新村

街道绿地世纪花园21号楼“远亲不如近邻”

业主微信群里，各种实用信息“集结”，大家嘘

寒问暖、互相关心，75岁的楼组长顾美玲阿

姨和志愿者们挺身而出，日夜守护左邻右舍，

被大家称作“最可爱的人”。

顾美玲虽然年事已高，满头白发，但身体

依然硬朗，步履矫健，为大家办起事来头脑清

晰，思路敏捷。小区防控期间，顾阿姨主动承

担起了很多防疫任务，成为21号楼业主心目

中的“主心骨”。

每天早上6时至晚上12时，顾阿姨的手

机随时处于“微信待命”状态，只要大家在群

里问话，她都一一答复。从每天发布疫情动

态到通知全楼核酸，从提醒各家注意防疫措

施到关心邻里近况，从安排配送抗疫物资到

组织邻里团购，只要和楼里居民有关的一切

事情，她都挂在心上。

在她的倡议下，楼里创立了公共物资

箱，让闲置物资真正帮助到楼里有需要的邻

居。她设立了“21号购物群”，由本楼团购

负责人定点发布最新团购资讯和链接，以防

大家漏了信息没有及时团购，也让所有邻居

能及时看到自己想购买的物品。因此，她又

被楼里的邻居们亲切地称为“老板娘”。

为了让每次核酸检测的过程更安全，

顾阿姨制定错峰下楼法，让高中低层的邻

居分批集结检测核酸，减少电梯拥挤和等

待时间……

在顾阿姨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楼内很多

邻居都加入了顾阿姨发起组建的21号楼志

愿者群，志愿者们也像顾阿姨一样，不辞辛苦

地提供帮助和服务，有的为楼内居民做核酸

检测和抗原自测时做统计，有的为大家日常

生活积极寻找货源、组织平价蔬菜团购，有的

自身就是医生，主动为楼内居民家的婴儿上

门看病，有的为大家运输分发团购、防疫和保

障物资，有的每日为整栋大楼的楼道公共区

域做消杀。

顾阿姨和志愿者们说，疫情封住了我

们外出的脚步，但是封不住我们邻里之间

的热心和关怀。正如我们的微信群名“远

亲不如近邻”，21号楼永远都像一个和谐

快乐的大家庭，要让大家“宅”在21号这

栋楼，就犹如走进自家的客厅那样温馨和

舒坦。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公益剪发我希望坚持到解封，让每个

邻居用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生活。”今年37

岁的苏然，是个颇有名气的造型师，为不

少明星做过造型，不过最近他有了个新身

份——新华路鉴赏新华小区的公益理发

师。从小区成为防范区开始，苏然自告奋

勇为居民们免费理发。没有理发工具，小

区居民发起众筹，剪刀、拖线板、吹风机、

镜子……公益理发点就这样开门迎客了。

理发视频在网上火了，为了避免聚集，苏然

开启了“在线预约”和“老龄专场”，物业和

居委在每次理发后还会对环境消杀。

每次为居民理发苏然都西装革履、穿着

整齐，他说这是对居民的尊重，也是对理发

这份工作的尊重。疫情封控期间，苏然在小

区里，有个江湖名号“葱哥”——小区居民购

物不便，葱姜蒜告急，苏然想方设法买来葱、

姜、蒜共300多斤，放在小区门口的保安室，

供邻居们免费领取。接着，苏然又陆陆续续

买了面粉、蔬菜等物资送给邻居们。今年85

岁的阴季昌老先生由衷感谢苏然：“小伙子

人长得漂亮，心灵更是美。”后来，小区物业

负责人刘炳强把买来的葱种起来，让居民实

现了“葱自由”。刘炳强说，小区里像苏然这

样的志愿者很多，

“因为疫情封控，大

家同舟共济，邻里关

系更加紧密了，社区

里多了一份关心和

关爱。”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75岁楼组长随时
“微信待命”

海海
居邻居

战战凡人凡人 疫疫

烦恼一“剪”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