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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知道”；比如，“应转尽转”到底什么时候把小区里阳性

患者和密接者接走，“我们不知道”；又比如，封控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只发放了一次食材礼包，他的回答还是“我们不知道”。

好在居民看到这封信后，在公众号写下万字留言，感谢马

胜烨的付出，让他“挺住”。如今的马书记，依然坚守在社区

疫情防控一线。

年轻人的加入

以前，年轻人忙着上班，很少参与小区内的事情，小区的

事务主要是退休老人当家。社会学家称之为“社区折叠”。但

这次疫情期间，年轻人对于小区事务的参与大大增加，甚至唱

了主角，将这种折叠部分地打开来了。

林辰对此颇为认同：“以前我们的上班时间和年轻人是重

合的，他们有问题也不喜欢来找居委，顶多找物业报修。我们

见的最多的是退休的老年人和特殊群体。”让她非常感动的是，

小区刚开始封控，就

有年轻人主动提出可

以在大门口值班，帮

忙整理快递架，“后

来足不出户期间，也

是这批年轻人每天三

班倒，帮忙派发快递

外卖。每天他们还会

在群里讨论如何优化

工作”。

一般来说，志愿

者的数量如果可以达

到社区居民总人数的

5%，基本上就可以比

较好地封控小区，还可以轮流休息。但现实差距非常大。

“这个时候党员志愿者来了，在先锋上海上完成了双报到。

我们也发布了相应的岗位，组建起了党员双报到微信群。在之后，

下沉干部也来了。”林辰表示，社区大管理难度大，“但也因此，

我们涌现出非常多优秀的志愿者，各行各业的都有。隔壁几个

小区都非常羡慕我们志愿者的人数”。

令林辰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发放政府物资，当时预计将

在深夜或次日凌晨运达。林辰晚上 10 点收到消息，随即在微信

群里传达任务，短短几分钟，30 名“双报到”党员已完成自发

接龙报名。500 余箱蔬菜最终于第二天凌晨到达，中午 12 点不

到就送到了居民家中。

“后来也是党员带头成立了物资保障组，一方面对接大型

的保供企业为居民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活物资，一方面他们也主

动承担了居委原有的托底物资保障工作。然后，志愿者们更是

从原本的被动参与，变为主动作为，物资组与原来的派送组摸

索出了一套‘小区—弄堂—楼栋’的工作模式，也进一步明确

了两组的工作，平时不重叠，需要时相互帮忙。”林辰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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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区曹家渡一小区居民志愿者正在把运来的一大车蔬菜搬到小区门口。每箱装有四袋蔬菜，有大白菜、莴笋、萝卜、洋葱、土豆和西蓝花。摄影 / 周馨

金山区山阳镇“山阳老街自治小组”连夜登记抗原筛查情况。 2022 年 4月 7日 11点 25分，黄浦区半淞园

路街道越纪公寓，一位特保人员睡在大厦走廊

中。摄影 / 顾烈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