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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医的，就应当多

做点”，是这个信念激励我主

动向居委报名成为社区防疫

志愿者。作为一名交大的医

学生，我时刻牢记着“饮水思

源”的校训。当生我养我的城

市生病了，我理应为她奉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大学里，我就一直是志

愿者社团负责人。作为医学

生，我有穿脱防护服的经验，

有较为扎实的医学知识。在

防疫关键时刻，作为年轻人，

当然应该去为社会做奉献，而

不是躺着接受别人的付出。

我告诉自己，必须力所能及地

为社区做些事情。

在加入“大白”队伍后，最

初有时早上5点就召集居民们

集合，为几千名社区居民逐一

登记核酸码，碰见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老人耐心辅导，这些

我都经历过。无论下雨还是大

太阳，脱下“大白”服都是一身

汗，甚至衣服上能结出盐花。

每到此刻，心头涌上的是

一种“战疫胜利又向前推进了

一点”的小喜悦。这种感觉也

可抵体感上的所有疲惫。我

眼前的那些志愿者哥哥姐姐，

也没有人叫苦喊累，有的只是

彼此的相约：说好了，下次继

续“参战”！

除了在核酸检测日去做

扫码志愿者外，平日里，我还

负责单元楼里居民们的代配

药需求统计，再将整理好的需

求信息和医保卡交接给可以

外出的“配药侠”，拿到药品时

再做好分发工作。

我给楼里一位老奶奶统

计药物需求时发现，老人家对

药物要求高，事情繁琐，加上耳

朵不好使，不会使用手机，每次

上门沟通都需要扯着嗓子喊。

老人独居，孩子们都不在身边，

也各自忙于工作，我每次上门

统计信息的时候，就成了她这

一个多月来为数不多有人陪伴

的时候。有几次，我离开的时

候，她还连连向我鞠躬道谢。

明明只是做了那么小的

事情，老人却这么感激，我觉

得受不起。“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每个人尽自己所能为身

边老人做些什么，恰恰是老龄

化社会志愿服务的一部分。

经历了 40 多天的服务，

对于我坚定未来职业理想帮

助很大。踏入交医 6 年了，

“为医药卫生事业奋斗”不仅

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一直

的追求。这次的经历，教会

我 什 么 是 奉 献 、什 么 叫 付

出。奋斗者，正青春！很开

心，我在前行中成长，在成

长中历练，更在战疫中不断

擦亮着青年担当的底色。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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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手记

选择了医学也就选择了奉献

选调生们都带着在基层锻
炼的使命，抗疫形势吃劲，他们
也在一线摸爬滚打，用汗水讲
述了什么叫这一代年轻人的责
任感和奉献精神。

2020级黄浦区组织部选调
生申屠均杰今年在老西门街道
大林居民区担任书记助理，后来
又成为了临时的居委负责人，团队
包括他在内一共只剩下5名工作人
员，却要负责10个小区近4000个
居民的防疫安全。如今，他已经在
居委办公室住了近两个月。

每一天的日常，都是考验：
深夜一两点完成工作确认，早
上五点多就起床提前准备。“一
开始最忙的时候，我们几个人
日均工作近20小时，每天要打
上百个电话，跑遍居民区大小

每个角落，处理诉求、组织检测、
发放物资、协调统筹……”他说，
最艰难的时期他们超高强度工
作了整整两周多的时间，“当时
真觉得压力挺大的，压在肩上每
天都不敢放松一丝一毫。”

事务性的累，年轻人还能用
身体硬扛，但刚开始基层工作的
他们，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诉求
以及封控久了之后居民们的不
理解。“感到最棘手的可能是各
类突发事件的处理。”申屠均杰
说，作为负责人，他总是需要在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沟通情况、
安抚情绪、解决问题并做好后续
保障，这对社会阅历还不够的他
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静安区规划资源局的选调
生练款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被

抽调到区疾控中心参加流调工
作，经过一晚上的培训，第二天
就正式上岗了。“由于办公场所
有限，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会
议室短暂过渡，看到堆起来的
躺椅、睡袋和泡面，就知道接下
来或许是一场硬仗。”他说，后
来也证明这确实是一项需要好
嗓子和强大心理建设的工作。

然而，在基层摸爬滚打过的
他们，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迅速
成长了起来。申屠均杰说自己
渐渐发现，“实打实地解决问题
永远是最好的办法，坦诚地谈问
题、解决问题，将心比心、争取理
解的同时引导大家表达诉求，把
这些转化成居委能做到的事情，
然后持续地坚持去做就是我化
解矛盾的秘诀。”

基层选调生的成长心得：

解决问题永远是最好的办法
近日，上海市民核酸检测用上了熟悉的随申码，不再需要预约、登记了。对市纪委监委2021

级选调生李思同来说，自己一个多月前编写的“练塘‘码’自达”小程序以及随后推出的几个配套
小程序，被普遍运用了仅仅半个月就“火速”成为了历史。“当然不觉得可惜，因为写这个程序的初

衷，就是为了提高核酸检测效率，现在有了更合适的系统，更高的效率，挺好的。”他说。
这位用所学知识帮助提升基层抗疫工作效率的李思同，是去年刚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95后，上海无数

支援基层的选调生之一。这群新时代的高知年轻人，在基层抗疫工作中学以致用、摸爬滚打，展示了年轻人独有的热
血、忘我和奉献，发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强音。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李思同是年初到青浦区练
塘镇东淇村锻炼的选调生，疫
情发生后，他也迅速投身抗疫
前线。但工作没多久，他就发
现了问题：村里的年轻人都去
了城里工作，而留在村里的大
部分是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
没法操作核酸登记，全靠基层
工作人员手动代预约登记。

“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太
过繁琐，毫无效率。”他马上想
到了编程，“我的专业是土木工
程，但我的业余爱好是计算机
语言，大学时就自学了各种计
算机语言，C、C++等，还学习了
Python。”

理工男的缜密思维，让他
迅速判断出这种重复劳动，特
别适合用编程来简化流程、提
高效率。说干就干，几个小时
后，他就写出了自动批量登记
程序。年轻人的幽默感，让他
给这个小程序取了个“练塘

‘码’自达”的名字。在实战中，
全村核酸筛查中，通过调配 3
台电脑，5个小时便完成了全村
1400多人的核酸检测登记，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短
短的时间内，这个小程序优化
过4次，最后的版本运行更快，
20秒就可以生成一张二维码；
完善逻辑，可识别重复登记、信
息不一致等情况，分类处理；一
步到位，截图中同步进行标注。

酒香不怕巷子深。李思同

的“练塘‘码’自达”迅速在其他
村居传播开来，在媒体报道后，
又被全市多个区的上百个老人
和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村居采
用。“很多村居、街道的干部都
找到了我，请教使用经验，我索
性就开了课，线上线下一起教
学。”他说。

如今，随着系统的完善，李
思同的“练塘‘码’自达”早已

“作古”，但他仍然非常高兴，
“因为它的使命完成了”。用现
代科学知识服务一线工作，已
是李思同的“自觉”——早在年
初刚到基层锻炼时，他就在做
社区云维护工作时，用两天时
间写出过一个自动输入的程
序；后来他还曾将村居信息管
理系统进行可视化呈现，把村
里的地图作为底图，创建图块，
将收集来的大量数据，包括住
宅、地形、人口等，以可视化的
方式集中展示，看上去一目了
然。

“这些小程序都不复杂，跟
技术大牛的不能比，但我们在
基层，重要的是将需求和技术
联系在一起，解决实实在在的
问题。”他说。

如今，很多选调生都受到了
基层干部和居民的表扬，认为他
们既敢于“挑重担”，在大仗硬仗
中冲锋在前、坚持到底，也敢于

“解难题”，将所学所长灵活运用
于一线，助力基层防疫工作提质
增效。

我们在基层，重要的是将需求和技术联系在
一起，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

用业余爱好解决头等难题

在摸爬滚打中
谱写青春之歌

看到堆起来的躺椅、睡袋和泡面，就知道接
下来或许是一场硬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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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生们走进基层投身抗疫一线。图为申屠均杰（左一）与同伴们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