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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亮 浦东新区东方汇景苑居民

每个人都是一朵微光，点亮上海
我们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一些居民看着刷屏的虚假消息出

现焦虑、恐慌情绪。为传递正能量，我和社区志愿者联合策划

了一场魔幻灯光秀。一盏盏橘黄色、白色灯光构成了一组“I

LOVESH”画面……我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了一段灯光秀视

频，呼吁更多市民用微光点亮上海。

100个普通人亲历的
大上海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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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港方舱出院，70多年

前曾参加抗美援朝医疗救治

王漫如

希望老年朋友都能健
康，幸福度过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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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染新冠后，4

月23日被送到了临港

方舱，我年纪大了，在

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

顾。医生护士的年纪

都比我小很多，他们亲

切地叫我“奶奶”。每

天都要到我床边来看

好几次，“奶奶，侬多

吃一点噢！”“侬有啥不

舒服的地方吗？”我身

体还算好，什么事都能

自己动手，尽量不去麻

烦他们，医生护士都很

忙的，要管一个舱内这

么多人。

最让我惊喜的是，

我出舱当天，华山医院

的医生护士还为我举

办了一个特殊的仪

式。那天中午，华山舱

的广播台响起了雄壮

的志愿军军歌，两位

“大白”朝我走来，立

正、敬礼，我还收到了

一大束鲜花！

原来，大家都知道

了我的故事，看到了我

的老照片，我很感动。

这张老照片是1950年

拍的，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我们报名加入医疗

队去战场，在鸭绿江边

等待救治伤员。你们看到的这张照

片上，左边是我；当中的战友叫莫韵

竹，也是护士，现在已经去世了；最右

边的是叶鸣，他当时是麻醉师。他今

年108岁了，听说不久前也顺利出院，

真为他高兴！

在战场上工作6个月后，我返

回上海，还在朝鲜战场荣立三等

功。我在东方医院（原上海市立第

三医院）是儿科医生，后来到了区传

染病医院担任院长，一直到66岁才

退休。

我也没想到自己可以活过90岁，

还能战胜新冠！4月30日从临港方

舱康复出舱后，我就回到了位于康桥

秀沿路的养老院。我的老伴因肺炎

去世多年，儿子、媳妇考虑到我有基

础性疾病，千挑万选，将我送到医疗

条件较好的养老机构。

现在疫情期间，家里人不能来看

望我，就通过视频跟他们聊聊天。大

家都很关心我的健康，我要谢谢你

们！现在疫情向好，临港方舱也休舱

了。正常生活很快就要回来了，希望

老年朋友们都能照顾好自己，健康、

幸福地度过晚年生活。

我是武银屏，老多人

叫我“武阿姨”。因为一

段录音，人家讲我乐观、

开朗。实际上，在每一个

上海人的楼栋里，都有这

样一个正能量的角色。

4月22日，我出了方

舱。居家隔离期满，我提

出要继续当志愿者，居委

也同意了。5月1日，我就

返岗了。工作么，就是提

前帮助核酸检测点消消

毒，清点一下人数。

小区降为防范区后，

不做核酸，我们每天做抗

原。我负责每天收集抗原

结果，然后统一发给居委。

有两个老人，不会用智能手

机。我就等他们抗原做

好，上门拍照，一起上传。

我一直说，阿拉要

“拎得清”。我就蛮注意

的，不去麻烦别人。儿子

给我送过几次菜，我叫他

别送了。街道发菜的，而

且我还可以订居委的大

礼包，东西都有的。

虽然我一个人住，但

是乐观总是需要的。疫情

这么严重，谁也想不到。

其他从方舱回来的人，有

时候会找我诉苦：“有些

人太敏感，看到阿拉，像

看到病毒一样，躲得远远的。”

这个问题呢，我也一直劝大家，不

要太放在心上。别人要这么想，你也改

变不了。一方面，要是换过来，你会不

会也有点害怕？另一方面，上海是讲科

学的地方，懂的人还是绝大多数。

我举了个例子。楼道里有一个邻居

是护士，要去医院上班10天，家中只留下

一老一小。有一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

说小孩有点皮肤问题，拜托我到她家里，

拍了孩子皮肤的照片，传给她。护士是

专业人士，都不怕我们，这说明什么？不

要被别人的看法搞乱了心态。

有人对从方舱归来的一些遭遇，表

达不满。其实有的问题，我也碰到的，

但我觉得要有点耐心。上海这次有60

万感染者，政府怎么会不管我们呢？现

在疫情还没结束，我们还是低调点，多

呆在家里静养。等到一切回到正轨，我

们放心外出，那不是更好吗？

这一次疫情，我当了第一批的志愿

者。感染了，我也没抱怨。因为阿拉都

是上海人，因为阿拉都爱上海。我现在

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希望

上海尽快康复。等康复了，我也想到

夜报去看看。

>>>姜宏云 市卫健委援外物资供应站主任、书记

别问我是谁，我是“姜雷锋”！
封在家里，当一个个难题降临时，人们多么希望有人伸出

友爱之手。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家手拉手，才

汇聚成强大的力量。疫情期间，我当起“指尖上的大白”，从发

动捐赠近千万元的防疫物资、食品到各种各样的“帮侬忙”。

“姜雷锋”这个代号，身后是一群为他人排忧解难的热心人。

>>>刘 扬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职工

几步操作阻断病毒家庭传播
我丈夫在志愿者服务过程中感染了“新冠”，我通过几步操

作使同住人和同楼栋没人再被传染。抗原自测早发现；同住人

规范佩戴KN95口罩，重视手部清洁；家庭内划分“污染区、缓冲

区、清洁区”；通知居委、预警邻居。分享我们的方法，真心希望

大家永远也用不上；但万一遇到了，可以有预案、不慌乱。

>>>王 骁 静安区慧芝湖花园业主

我当抗疫小报“总编辑”
疫情期间，我创办了《三一简报》，成了楼栋内抗疫小报“总

编辑”。自4月24日“创刊”以来，《三一简报》坚持“鼓士气、扬正

气、颂美德、显楼情，守护31号楼”，不定期发布新提醒、记录暖心

事，为大家的抗疫生活鼓劲打气。楼里小朋友生日时，我还制作

了一期生日特刊，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他们。

>>>刘先生 到虹桥火车站送盒饭的市民

希望他们回家前能吃上这顿晚饭
我看到滞留的旅客不但要睡在外面，还没饭吃，心酸！我

就每天在莘庄那里，买四五十份盒饭，开车送过来。我是个人

送饭过来，也没什么单位，我知道四五十份盒饭根本不够所有

人吃，但是我有多大能力，我就送多少份，送完为止。我不需要

他们一分钱，就是希望他们最后在回家前，能吃上这顿晚饭！

>>>王渊超 沪语童谣唱作人

唱《蛤蜊炖蛋》保持好心情
在沪语中，“蛤蜊炖蛋”与“隔离等待”读音相同，让我萌生

创作一首沪语童谣的想法。刚刚录制好这首《蛤蜊炖蛋》，我

们全家就开始14天的隔离期，也正是在隔离的日子里，我真切

感受到“大白”们怎样守护百姓和城市的安康。我和女儿想把

这首歌献给大家，为上海市民打打气，共同守“沪”！

>>>伏英 嘉定区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皱巴巴的手，有许多同款
3月，我在做核酸采样工作时因为一张手的照片而被大家关

心。穿着防护服，戴着两层手套，汗水加上手部消毒液的浸泡，让

皮肤有点疼。采样结束脱掉手套之后，我发现手已经变得皱巴

巴。疫情以来，这样的手，你会看到许多同款。我们坚守社区防

控一线，与居民风雨相随、健康相守，只为尽早取得胜利。

在社区做志愿者期间感

染新冠病毒，因为一段与家人

的语音为人们熟知

武银屏

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希
望上海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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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 江苏宏信超市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等疫情结束，来扬州吃炒饭
我就是那个把手机打包进蔬菜包的扬州姑娘。4月4日分

装蔬菜时不小心把手机也打包进去了。姐姐知道后，在网上发

了帖子。没想到不久就有下文，是闵行虹桥镇的居民拿到了。

我隔天就收到这个“上海一日游”的手机了，非常开心。等疫情

结束，欢迎上海朋友来扬州吃炒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