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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钱璟林的父母
回到了奉贤与家中老人同住，
身为教师的他们在了解到村里
缺人后，第一时间通过“先锋上
海”向奉城协新村党总支报到，
经过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便加
入了志愿者队伍。在父母的言
传身教下，离校到奉贤家中的
钱璟林觉得年轻人更应扛起抗
疫大旗，于是他也主动请缨报
名，成了村里最年轻的志愿者。

成为志愿者后，钱璟林先是
参与了核酸队伍管理工作，确定
人数、维持秩序，时刻提醒排队
的居民间隔两米。为了加快扫
码检测速度，村里新添加了一台
扫码设备，需要上手快的志愿者
进行操作。村支书找到钱璟林
帮忙，在他的努力下，一支新的
检测团队组建起来了。核酸检
测任务完成后，他又接到新的外
采任务，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孕

产妇等上门采集信息。他走遍
村里的每个角落，为大家送去服
务，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一路上，他看到的是积极
配合的每一个抗疫人，每个人
都佩戴好口罩积极参与核酸检
测。独居老人关心着志愿者，

“这么晚了，你们还在检测，谢
谢你们，谢谢党”。送货司机为
了保护志愿者，会说“我在外
跑，接触人多，离我远点，这样
安全”。这一刻，虽然每个人的
物理距离很远，但彼此心的距
离却近了。

钱璟林说：“当大家为了共
同的目标而战斗时，什么困难
都会克服，也不会觉得有多苦，
因为总有人会站在你身后，或
许是需要你，或许是帮助你，总
能充满力量。”他也深信上海一
定能战胜这场疫情，每个人都
能回归健康的生活。

当你以为他们还只是孩子……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飞虹南村有个患
者现在要转运到金山医院。”

“好的，收到，马上过去。”上午，
金亦刘正在协助医务人员上门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做核酸时，
突然接到了临时转运电话，他
随即联系其他志愿者填补空
缺，就投入到转运工作中。

1998 年出生的金亦刘是
金山卫镇西门居民区的一名社
工，作为共青团员，疫情发生
后，他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
近期，他经常收到临时就医转
运任务。原来，自实施“三区”
划分管理后，居民区需要安排
专人专车运送辖区内有就医需
求且行动不便的居民。“长辈们
看病不能耽搁，我家正好有车，
也能加入就医转运工作。”金亦
刘没有犹豫就让家里的私家车
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他申请
了通行证，让家里的“小白”成

为就医转运车辆，他也成为一
名转运员。从此，金亦刘的手
机24小时开机，不论白天还是
黑夜，只要接到看病就医的求
助，他都会马上安排好手上的
事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这一次战“疫”中，这名95
后的身份还不止是转运员。
4月25日下午，根据金山区统
一安排，居民可以在规定的时
间内外出采购生活物资。“一
瓶生抽、一瓶料酒、一桶油、两
袋小蛋糕、两排酸奶……”金
亦刘一笔一笔记下辖区居民
的需求，前往附近的赖上家超
市，帮助“代购”生活物资。做
事认真的他每采购好一单，就
用笔勾划，最后装袋再次核
对，并当好派送员送到居民的
家门口。“家里缺的东西都是
小金帮我联系买的，这段时间
多亏了他帮忙。”正在居家健
康监测的居民黄先生说。

除了做“代购员”，金亦刘

还是一名“团长”，每天负责清
点、整理物资，并安排好志愿者
送货上门。同时，耐心细心做
好居民的售后服务保障工作。

“多的时候一天150多单，不管
多晚，我们都是等到最后一批
货送到居民手中才收工。”金亦
刘说。

物资保供、沿街商铺巡查、
核酸采样现场，金亦刘都积极
参与，衣服湿透、嗓子沙哑、连
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他来说
就是平常的每一天。“作为社
区守护人，保居民平安是我的
义务和责任，付出多少都值
得，苦点累点不算什么。”这名
95后说得很真诚。“小金年纪
虽小但努力认真，各项工作都
冲在最前面，哪里需要人手，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封控
期间，他的家人还为居民区捐
赠了20000元的防疫物资。”西
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
主任庄丽说。

转运、代购、开团，一个95后的“72变”

我今年 25 岁，党龄 4 年。

这轮疫情发生后，我向社区

报到，成为了一名社区防疫

志愿者。

我们社区的老龄化比较

严重，我的许多志愿服务都需

要和老年人打交道。俗话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更何况，

我们小区有不少爷爷奶奶都

是看着我长大的，感觉更加亲

切了。我平时的工作是思南

路幼儿园的一名卫生保健老

师，我想尽力照顾好这些社区

里的“老小孩”们。

我们社区离虹口体育场

很近，许多老人都有出门早

锻炼和晚锻炼的习惯。在足

不出户的规定下，规劝工作

是摆在所有志愿者面前的第

一道题。老年人的配药需求

也很大，我的志愿服务中还

有一项是每天收集他们的社

保卡和配药需求，给到社区

外的配药志愿者们。配药志

愿者们非常辛苦，早出晚归，

奔波在各大医院，有时候忙活

了一天，有些药还是配不到，

他们着急，居民更着急。于

是，我就更新了一下自己的工

作方法，在收到居民配药需求

的时候，我自己先全部过一

遍，有些药可以在网络上购买

的，我就帮忙下单了，一方面

可以减轻配药志愿者们的工

作量，一方面也可以让居民

更快地拿到药品。另外，对

于那些在医院没有配到的

药，我也会重新梳理一下，然

后和社区家庭医生一起商

量，看看是否可以用其他的

药来替代。尽我们所能，满

足居民的配药需求。

青年志愿者，在我们这样

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社区并不

多——当时和我一起玩耍的

小姐姐、小哥哥们都因为成立

了自己的小家庭，纷纷搬了出

去。所以，作为社区里的年轻

人，我当然要站出来。

我个子比较矮，穿着宽

大的防护服有点像套着一个

麻袋，许多居民看到我，都以

为我是孩子，但是我知道，一

旦成为“大白”，我就不再是

孩子了，平日里我是“孩子

王”，现在的我，只想尽我所

能，照顾好社区里的这些“老

小孩”们。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讲述人
鲁珏

虹口区欧阳路街道
模范新村居委志愿者

■志愿者手记

“孩子王”在社区细心照顾着“老小孩”

自4月9日起，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2021级本科生钱璟林每天都奋战在社区抗疫一线，是村里最年轻的志愿
者；4月起，近80位上大学生成为了陪伴抗疫工作人员子女的小老师、好朋友……尽管被封闭在校、在家，但在社区、
在云端，上海大学的00后、95后大学生们，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了抗疫大军中。当你以为这些不过是还在念
书的孩子时，他们已经在这个特殊时期承担起了一份闪闪发光的使命。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今天第一次参与线上云
陪伴的志愿者活动，也是第一
次和我陪伴的小朋友见面，刚
开始有点紧张。当摄像头打
开，小朋友向我挥手并温柔地
喊我‘老师好’的时候，一切的
焦虑担心便化为一腔暖流流入
我的心中。”上海大学社区学院
2021级本科生毛思晴在自己
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尽管学校被封控了，但爱
心抗疫同样不少。记者了解
到，从4月份开始，上海大学联
合沪上高校，面向8家医院、7
个居委会、3个机关单位的30
位宝山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子
女开展爱心云托班。志愿者们
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充分利
用自己才能和专业所学，“一对
一”为孩子们答疑解惑、分享成
长经验，当医护人员在“疫”线
奋战时，默默地在后方守候他
们的宝贝。

“爱心云托班”开始前，同
学们还接受了线上培训。根据
孩子们的需求匹配志愿者、优
化分组结构、科学制订“一家一
策”方案。志愿者们为每个孩
子量身定制一系列课程计划，
陪伴孩子进行课程辅导、心理
疏导、设计兴趣课程。

上大管理学院2021级研
究生王紫茗是一名学生党员。
第一次上课，她就带着小朋友
云游山东，讲解了山东的地理
环境、人文风俗等，两个小朋友
被深深吸引，还说“等疫情结
束，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山东
玩”。“特殊时刻，党员应该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医护工作者
在一线守护平安，我们可以在
后方陪伴孩子成长。”听到家长
对自己说“万分感谢你们，心里
暖暖的！感谢你们的陪伴”！
王紫茗觉得这便是志愿的最大
魅力。

00后大学生
生在这里，回报这里

云端志愿者
你们上前线，我们陪孩子

“身兼多职”的金亦刘。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