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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伟大的科学家
更是真正的爱国者

回乡自食其力

2002年8月26日上午8时51

分，位于杭州富阳区的一家化工厂

发生火灾，在富阳消防大队服役的

黄凯辉和战友们第一批冲进火

场。半小时后，一处反应釜突然爆

燃，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让黄凯

辉飞出去几米远，全身烧伤达

20%，面部90%严重烧伤。20天

后，他完全清醒过来后的唯一感觉

就是疼，“是那种被人扒了皮的

疼。”除了身体疼痛之外，更令他难

以接受的是自己的脸，“看着镜子

里的自己，真的接受不了。”

个人一等功、杭州市“十佳文

明市民”、上海市“最美退役军

人”……十多年间，黄凯辉获得过

各种荣誉，每月也有生活补贴，但

他并不想一辈子躺在功劳簿上。

回到家乡上海崇明后，他和妻子就

开始盘算如何自食其力，“我还年

轻，想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承包快递业务

黄凯辉起初经营了一家网店，

但生意并不顺利。不愿妥协的他

又瞄准快递市场，2018年，他加入

了圆通上海崇明东平分公司，成为

了一名快递员。2021年，圆通与中

国残联共同启动“圆梦行动”项目，

他在当地残联和“圆梦行动”项目

组的帮助和指导下，开设了一家

“圆梦家园”驿站，承包了崇明区城

桥镇地区的部分快递业务。他带

着妻子如火如荼地布置起了驿站，

“当时就有种预感，我会在这里找

到新的使命。”

“虽然很累，但每天都可以接

触形形色色的人，这样才感觉是真

正重新融入了社会。”从逆行火海

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救火英雄，到

穿梭街道守护人民美好生活的圆

通小哥，黄凯辉逐渐接受并喜欢上

这样的身份转变。但其实驿站刚

开张时，他和居民之间实在谈不上

有多少“接触”。

由于担心自己的容貌会给他

人带来困扰，黄凯辉一开始刻意与

周边居民保持着距离。敲开一扇

扇门，他始终以最快的速度将快递

送达，也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直到

后来，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主动向

他打招呼。从换灯泡到搬重物，他

也在送件之外，力所能及地为大家

提供帮助。

“小黄进来孵孵空调呀！”“黄

师傅来根冰棍，不准和我客气！”上

海的三伏天本是最让黄凯辉心烦

的时节，脸部烧伤让他失去了大部

分毛孔，38℃暴晒下无法通过汗腺

散热，“这种难受本来只有自己知

道，但居民的关心让我觉得一切都

很值得。”

“阿姨，插排不好这么挂在门

上的哎，老危险咯！”刻在骨子里的

职业习惯让黄凯辉在送件时总会

忍不住多唠叨几句。在城桥镇，他

不仅是走街串巷的快递小哥，还是

社区消防安全志愿者。利用曾担

任消防员的专业优势，他定期在小

区里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增强

居民消防自救自护能力。

积极志愿服务

目前，黄凯辉夫妇经营的“圆

梦家园”驿站日均业务量超千件，

覆盖小港新村、甘霖坊等主要居民

区及周边工业厂区，服务居民超5

万人。2022年，“黄凯辉新星工作

室”在崇明城桥镇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成立。黄凯辉作为当地新就业

群体与镇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广

泛收集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

体的意见和心声，并在送件之余积

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

2021年，圆通与中国残联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推进“圆梦行动”，

为残疾人及其家属提供就业创业

岗位，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助残共富

新模式。三年来，“圆梦行动”已累

计吸纳残疾人12700多名。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救火英雄“变”贴心快递小哥
曾经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如今守护居民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孙云）为了让上
夜班的户外职工有更多可获取服务

的“港湾”，徐汇区总工会加快推进

24小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爱心

加油站的建设、布点，截至目前，全

区已有18家7?24小时开放的工会

驿站，工会服务不打烊。

在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户外

职工爱心接力站里，除常用设施外，

还提供应急雨伞、物品暂存、方便小

食、医疗药箱等服务，并有平安好医

生远程在线问诊、测量血压等简单

的医疗便民服务。这里全天开放，

全年无休，提供6大类20项服务功

能。一些上早班的环卫职工会把午

饭提前放到这里的冰箱里保鲜，中

午拿出来加热，一边孵空调一边吃

午饭。

徐汇区有不少24小时智能化

站点，华发泾工坊户外职工爱心接

力站就是其中之一。经人脸识别即

可进入，站点设有爱心物资角、爱心

急救箱、信息共享屏、爱心换电站、

24小时“无人律所”等，夜间可成为

快递小哥和巡逻保安的歇脚站。康

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职工爱心

接力站设置在党群服务中心的“雷

锋亭”内，可提供缝补、应急求助、法

律咨询等服务。长桥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配有电瓶

车充电、应急非处方药品、一次性雨

衣等服务和用品，边上的社区食堂

贴心地为户外职工提供专属的15

元工作套餐。

为了保证夜间服务不间断，很

多站点特意进行空间隔离改造。田

林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户外职工

爱心接力站独立建于中心院中，不

受中心作息时间限制，24小时有保

安值守。漕河泾党群服务中心户外

职工爱心接力站改造后，自助服务，

刷身份证，24小时可进入。据徐汇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还有一

部分站点正进行空间改造和服务升

级，力争有更多的全天候服务工会

驿站对户外劳动者开放。

周五中午12时，德国巴登-符

腾堡州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柯瑞戈

完成与客户的会谈就赶回办公所在

地——上海中心大厦，换好上海中

心志愿者服务队的橙色背心，赶到

大厦观光厅认真协助工作人员维持

秩序。今年8月，继职工志愿者、大

学生志愿者后，上海中心志愿服务

队又多了租户志愿者，包括十多名

外籍人士，引领中国第一高楼文明

实践新风尚。

上海中心志愿服务队建于

2023年夏季。在政策利好和文旅

强劲复苏势头的推动下，上海中心

观光客流快速增长。为此，上海中

心党政工团联合发出“人人当一天

秩序维护员、游客引导员、咨询服务

员”志愿服务活动的倡议，得到了上

海中心职工、城投集团团员青年积

极响应，300多个名额一抢而空。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银行的工作人

员王瑾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

排长龙的场景和志愿者忙碌的身

影，和十多名同事一起报名做志愿

者。他们有些是放弃午休前来服

务，有些则是下班后在客流最集中

的时间段参加服务。

志愿者们主动为游客提供景

区各种信息、维持景区秩序；用娴

熟的外语为外国游客进行答疑解

惑；在观光厅为来往游客进行路线

指引、协助工作人员处理各种突发

情况……他们用贴心的服务和灿烂

的微笑，展现了上海中心高质量的

服务形象。此外，上海中心与各高

校的校企合作也更上层楼，今年6

月，上海中心团委分别与复旦、同济

和上外三校团委签署志愿服务联盟

协议，共同推出上海中心“垂直线上

的思政课”项目。本报记者 杨玉红

“回想那次行动，有没有一
瞬间……”

“不后悔。”面对这样的提
问，黄凯辉总是斩钉截铁地回
答。  年前那场救火行动中，
作为带队班长的他把自己的空
气呼吸器让给了当时刚入伍的
新兵，“他还小嘛，当然给他用
了。”其实那时黄凯辉也不过
  岁。

徐汇区18家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

不打烊服务呵护户外劳动者

上海中心志愿者服务队不断壮大

“老外”不见外 乐当志愿者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 黄凯辉（左）把快递交给居民 采访对象供图

巨型玻璃穹顶下的球形空间是

上海李政道研究所的“会客厅”。自

李所张江实验楼建成以来，这里举

办过无数场科学交流盛会。而今

天，“会客厅”多了一抹黑白肃穆，亲

友高朋自全球各地共聚于此，追思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遵照家属意

愿，今天上午，“李政道先生悼念追

思会”在上海李政道研究所举行。

追思会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物理

学会、美国物理学会、国际纯粹与应

用物理学联合会、北京大学以及中

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共同组织，并

在上海、北京等地设分会场，全球中

英文线上直播。

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与

李政道先生是同一时代的物理学

人，追忆故人，他提到，在国家急需

推动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工

作开展遇到困难，李政道曾予以助

力。因为年龄相当，何祚庥和李政

道先生的经历十分近似，彼此之间

有很多共同语言，他认为李政道对

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建设作了大量

贡献，“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

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我国许多物理领域大国装置

背后都有李先生奔走助力的身

影。”细数高能物理发展，中国科学

院院士王贻芳说，“从蹒跚起步到

阔步前行，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

走到国际前列，在李先生持续关注

下，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走出了一

条成功道路。”

“那些有幸认识他的人都会感

到，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更是一个温暖的、富有魅力人格的

人，他的一生丰富而充满意义，因

此也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弗兰克 ·维尔切克说。

“爸爸教导我们探索知识、追

求真理，专注工作、谦逊为人，他告

诉我们要重视家庭与友谊，追求有

所作为，而不是追逐金钱、物质与

浮名。”李政道先生长子、上海交

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馆长、香港科

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部讲座

教授李中清在现场说，“他不是一

个‘说话’的人，而是一个做事的

人。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我们参

与帮忙或是看到、感受到。”

作为李政道先生的忘年至交，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

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张杰院士对

此非常认同。他在追思会上告诉

大家，中科大少年班、中美高能物

理合作、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

生计划、博士后制度、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李政道研究所，1972年到

2020年期间，李政道先生返回祖国

大陆49次，他屡屡向国家领导人建

言，推动学术机构、教育体制、科学

大装置、科研机构的建设。“数十年

间，李先生的足迹曾留在祖国27个

省市，他也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足

迹。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他对祖国

有深沉的爱。”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李政道

对儿子说：“我永远会是你的一部

分，你永远会是我的一部分。”李中

清将这句话赠予大家：“尽管这个

时候只有家人在身边，但我想，父

亲这句话既是说给我们的，更是说

给他多年来的各位老师、同道、朋

友，永远的科学和祖国。”

本报记者 易蓉

李政道追思会上午在上海举行

■ 李政道先生悼念追思会现场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