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近小区隔离居民家的30多只
“喵星人”和“旺星人”，也都归他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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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我的抗疫 一份用音乐写下的抗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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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因疫情封控，我滞留在了浦东新

区高行镇的公司内，因基本生活实在无法得

到保障，经相关部门同意，在严格落实各项

防疫措施后，我离开了公司，踏上了回家的

路。但万万没想到，这短短2公里路却走得

异常艰辛。由于物业公司一直把我“拒之门

外”，整整10多天，我只能过着“流浪地球”

的日子，蜷缩在自己的车内熬过一个个无助

的夜晚。

浦东新区 荣先生

93岁阿婆的三七伤药片买到了！糖尿病爷叔的胰岛素
送到了！这些天，靠着一副热心肠、骑着一辆电瓶车，“战疫 ·

帮侬忙”公益联盟的“宠物爸爸”宋建礼连连接下市民发来的
紧急求助，一次次往返奔波，一次次使命必达。

老人家的刷屏感谢，是我的“高光时刻”扫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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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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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导致演出纷纷取消，苦练

了一阵的弗兰克《交响变奏曲》无法

登台，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3月

底，我还在和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同

事们来回校对将要出版的作品“第

一号”——《疫情音乐日记》的乐谱，

没想到上海疫情突然告急，喜欢拖

延的我这才急了起来，每天像苦行

僧一样赶着进度，不给自己任何喘

息。当我全部修改好、交给出版社

同事时，她告诉我，鉴于目前形势，

肯定要到解封以后才能出版。

乐谱修改完了，也没有演出任

务，晚上居然能惬意地看电影了。《戴

珍珠耳环的女孩》《后裔》《公众之

敌》……我漫无目的地在电视点播里

勾选着，就好像口渴之人喝到了水，

这样的休闲，是过去不敢想的奢侈。

琴，当然还是要练的。4月1日

开始，我的视频号变成了一日一更，

每天用音乐表达封控在家的心情成

了一种纾解。

2020年疫情重创武汉时，我开

始创作《疫情音乐日记》，现在看来，

第四首《闷》和最近的日子倒也颇为

呼应。这首乐曲每一小节都有一个

全音符，看上去、听上去感觉无比的

冗长；纵观整首乐曲只有两页，视觉

上又看着非常短小。这像极了这两

个月的感受：貌似每天都无比的冗

长难熬，然而回头再看，又有种一瞬

而过、茫然若失的错觉。

4月初我报名做志愿者。那时

小区里响应的人不多，很多人在观

望，可能有怕被感染的顾虑。我的

想法是总该要有人出来做嘛。如果

不是疫情，我的生活是很封闭枯燥

的，除了弹琴还是弹琴。这是我第

一次做志愿者，也是难得的走近社

会的体验。和邻居们渐渐熟悉了，

知道我的职业后，很多邻居问，你晚

上能不能做个直播，让我们看看？4

月10日，我做了第一次直播。做完

直播，正好出去倒垃圾，就看到门口

有个篮子，放了好多巧克力、饼干什

么的，心里别提有多暖。

在4月16日的第二场直播里，我

跟乐迷们聊了聊贝多芬的《悲怆奏鸣

曲》。“……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

朝住在他的身上之后就永远不再退

隐。1796年至1800年间，耳聋已开

始它的酷刑。”1801年，贝多芬在给韦

该勒的信上提到了自己当时的境

遇。题目“悲怆”，隐藏着生命的磨

难，流露出内心的痛苦。但音乐的本

体，更多的是对不幸遭遇的“隐忍”，

对命运的“挑战”和抗争，对现实的超

越和升华，对理想的执着和坚定。

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也是一

种日记式的对生活状态的反映。

2020年我起笔写《疫情音乐日记》的

时候，我反思当下，认为人生需要刹

车来重组自己的意义。2022年出版

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又觉得，无论

主动或被动刹车，时间就如同指间的

细沙不断流失。长短也不过只是你

自己的错觉，生活自有自己的方向在

前进，如此而已。人在一生中会遭遇

各种意料不到的事，唯有坦率面对，

在这种心态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声

音。尤其在人们被负面情绪笼罩时，

更需要一些理性的声音和力量。

小区刚开始封控的几天，饮食

上真的有些不习惯，人瘦了8斤，

BMI指数前所未有地恢复到及格

线，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也是不错

的。然而随着团购技巧的掌握，体

重迅速又冲回了比原来更令人焦虑

的纪录，颇有黄粱一梦的懊恼。这

几天，又有邻居给我们这些志愿者

送来了粽子和枇杷，悄悄放在了门

口。大家对我也是颇为照顾，知道

我要演奏钢琴，手要保护，但凡需要

搬运重物类的工作都不让我参加。

为了邻居们的厚爱，我还会继续为

他们直播，我相信音乐始终都会继

续，无论面前有没有掌声。由乐符

谱就的真理也将在宇宙的漫漫长夜

中永远穿行。 宋思衡

张苏苏（企业财务人员）：虽然姓张，只因微信名有个“苏”，所以在静安区天目西路一小区里，
大家都喊我“苏团长”。根据老年人的口味，为他们定制精细化团购，从价格、质量和心

理上满足老年人的期待。 新民晚报 张泽茜 整理

阿婆摔伤 三七片来了
5月23日，市民朱女士向“新民帮

侬忙”发来求助，93岁的母亲住在杨浦

区四平路街道，身边只有智力残障的小

女儿相伴。由于疫情封控，朱女士无法

像往常一样上门照料。最近母亲在家

摔倒，但急需的三七伤药片却一直都配

不到。每次一想到通电话时老人痛苦

的呻吟，朱女士就心疼得直掉眼泪。

接到求助后，记者迅速在“战疫 ·帮

侬忙”公益联盟群中发布了消息。“我查

到药店了，我出发了！”公益个人宋建礼

的回复干脆利落。骑着电瓶车，宋建礼

先是到线下药店配好药（上图），随后立

刻送到朱女士母亲所住的小区。“阿拉

姆妈吃了药之后，情况好多了，真勿晓

得该哪能谢谢这位好心人！”回访中，朱

女士的话语里满是感激。

爷叔断药 胰岛素送达
5月24日，杨浦区翔殷路871弄居

民张女士向“新民帮侬忙”发来求助，楼

上邻居徐阿姨的丈夫患有糖尿病，在宝

山区城银路830号的药厂闭环工作近

两个月后，随身带着的胰岛素“诺和灵

30R”就要用尽。单位附近买不到，家里

有药也送不过去。一想起丈夫断药可

能引发的后果，徐阿姨是吃不下饭、睡

不着觉。

这一次的“求助工单”，又被宋建礼

一把“抢”下。他骑着电瓶车先赶到徐

阿姨所住小区拿到胰岛素后，一调头就

朝着宝山区城银路快速驶去，可半路上

突然发现电瓶车只剩两格电。来回还

有40多公里路，眼见着实在撑不到终

点，宋建礼赶快呼叫支援，找来“跑腿”

小哥，接力完成了运送任务。

宠物之家 帮忙帮不停
疫情期间，因为经营着宠物店，附

近小区居委会请他代为照料隔离居民

家的宠物。热心的宋建礼二话不说接

下“任务”。消毒、洗澡、喂养……被伺

候得舒舒服服的30多只“喵星人”和

“旺星人”，似乎都不愿跟着重返小区的

主人们回家了，因此宋建礼被大家叫作

“宠物爸爸”。

而一天到晚忙不停的宋建礼，还帮

着老人线上抢菜、线下团购。一传十，

十传百，爷叔阿姨们都知道了这位热心

小伙。谁家要是少了菜米油盐，一个电

话就打到“宠物爸爸”这里，接单、采购、

送货……小区封控，但老人家里的“口

粮”却从没断供过。

“只要能帮上大家，我就特别开

心！”在第一批就报名加入“战疫 ·帮侬

忙”公益联盟后，如今的“宠物爸爸”更

忙了。 本报记者 王军 钱俊毅

帮忙 >>>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昨

天中午，在新民晚报“战疫 ·帮侬忙”紧

急求助热线直播连线中，荣先生极度焦

虑地表示，自己住在距离公司不远的浦

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台中南路68号远

洋 ·财富中心。离开公司后，他每天一

次次拨打物业公司的电话，但无论如何

苦苦哀求，得到的回复就只有一句：“不

能回来。”

“流浪在外头”的日子里，荣先生只

能靠储备着的“口粮”有一顿没一顿、半

饥半饱地支撑着；晚上蜷缩在车内，一

遍遍数着路灯才能勉强入睡。“这么多

天，我一把澡都没洗过，人都已经发馊、

发臭了！”一声声无奈幽怨的叹息声，从

电话那头传来。

记者连忙询问：“那你核酸检测、抗

原自测都做过吗？”荣先生立刻回答：“我

天天盼着回家，就怕又在哪里被卡住

了。天天都做核酸、做抗原，结果都是阴

性的。这些物业公司都是知道的……”

物业到底有没有及时向所在地相

关部门上报情况？物业为什么会成为

回家路上越不过的那道坎？记者随即

联系荣先生居住小区所在的上海远基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但拨打多次电话

后，始终无人接听。正当记者继续多方

沟通协调时，荣先生激动地哽咽回复

道：“在和你们直播连线后，相关部门和

物业就通知我：可以回家了！”。

在结束通话前，荣先生表示，执行

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固然无错，但物

业等相关部门也应从人性化的角

度出发，多为居民考量。希望他

的遭遇别人不要再上演，不要

让人再一次次奔波在“咫尺

天涯”的路上，有家难回。

本报记者 王军

有家不能回“流浪”车内10多天
经记者联系，滞留在外的男子收到进门通知

“宠物爸爸”乐当“送药侠”

5月27日11时至5月28日11时，新
民晚报“战疫·帮侬忙”互助服务类融媒
体平台共收到求助、咨询类等诉求109

件，其中紧急类诉求73件，已推动解决
52件（含“公益联盟”15件）。非紧急
类诉求也已通过相关渠道给
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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