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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团市委还积极行动，
沉淀和延续大上海保卫战中的
有效经验和做法，持续组织动员
更多青年志愿者投身社区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据团市委数
据显示，截至8月4日，全市常态
化防疫青年志愿者上岗 8.5 万
人、24.4万人次，累计建立区级
直属防疫青年志愿服务队伍55
支、街镇直属队伍348支、居（村）
队伍4901支。其中，在社区参与
暑期常态化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的大学生志愿者累计上岗逾1.3
万人、2.9万人次，大学生储备志
愿者逾8300人。

“作为一名团干部，我有
幸走进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土
地，我不上谁上？”

00年出生的汪灏童是上海
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团委副书
记，是她所在的普陀区长征镇象
源丽都居民区里最小的党员志
愿者，在疫情封控期间没有错过
任何一次大筛，从秩序维护、扫
码、医生助手、带队一直到核酸
点位临时负责人，还作为楼组志

愿者负责日常的抗原和物资分
发，几乎把小区里的志愿服务岗
位都体验了一遍。大家眼看着
这名00后够从党员前辈手里接
过接力棒，总是亲切地喊她“汪
汪队”。

“作为一名团干部，我有幸
走进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
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不
上谁上？”汪灏童又第一时间响
应普陀团区委号召，坚持参与
常态化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象
源丽都是一个大型社区，汪灏
童在疫情期间负责的其中一个
点位有 1800 多人，进入常态化
核酸大筛后，很多上班族在外
面自行采样好，因此每次大筛
大约减至 1000 人左右，这对身
经百战的汪灏童而言，显得更
加得心应手。

不过，虽然居民们都已经历
了四个多月核酸筛查，但汪灏童
发现还是有被信息时代甩在身
后的老年人们依旧不能熟练使
用手机，几乎每一次常态化大筛
都会遇到无法正确打开核酸码
的老年居民，一次她甚至发现是
由于老年居民的手机没有联网，
状况总是层出不穷，因此她更加

坚定了常态化志愿服务岗位的
不可或缺性。她也号召更多青
年加入常态化志愿服务，“我希
望团委可以继续鼓励更多青年
人走进社区，使社区形成一套更
完善的自治体系，同时希望社区
能提供更多固定项目给青年，让
大家和我一样爱上社区。”

“那个时候后面排队了
很多居民，他们没有抱怨而
是等我休息好了可以继续
采样，我非常很感动。”

同样出生于2000年的周若
欣就读于上海健康医学院，从今
年五月至今，已经在所居住的松
江区春峰苑小区陆续参加了几
十次大筛，小区大概有 1400 名
住户，其中有许多腿脚不便的老
年人，经常常常需要协助进行上
门采样。这次继续响应松江团
区委号召，成为了一名“小风帆”
志愿者，她表示相想以一名共青
团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
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积极带头作
用。

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同时，
周若欣也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

的温暖，一次常态化大筛当天遇
到高温橙色预警，她刚上门核酸
采样结束回到社区点位，在闷热
的“大白”防护服下呼吸困难，感
觉马上就要晕倒，居委会工作人
员和小区居民一起为她扇风。

“那个时候后面排队了很多居
民，他们没有抱怨，而是等我休
息好了可以继续采样，我非常很
感动。”

2002年出生的孔令琦是上
海市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
院大二学生，在七月报名了长
宁团区委“与宁同行”社区报到
计划暨大学生暑期常态化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项目，在所居住
的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虹霞小
区参加了天山商圈社会面核酸
检测点的秩序维护、扫码等志
愿服务，保持着一周两次的频
率。刚开始操作还不是特别熟
练，遇到做单管检测的时候不
清楚自己是否保存记录，由于
请教和处理导致几分钟延误，
就有一名不耐烦的市民感到焦
虑而吵起来，“我有点自责，但
更感动的是有热心市民帮我解
释和劝说。”

孔令琦还发挥二胡的音乐

才能，同时参加长宁团区委与上
海市同仁医院合作开发的大学
生志愿者项目，每周四上午到同
仁医院的门诊大厅表演，帮助缓
解就医群众的焦虑情绪。还是
大二学生的孔令琦已经递交入
团申请书，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
让她收获更多社会阅历与成长
体验，服务群众的点点滴滴让她
难忘而收获满满。

【具人气、有活力、可持续】
据悉，团市委为落实市常态

化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总体

方案要求，聚焦抢抓“两个时间

窗口”，即暑假大学生离校、返家

的时间窗口和社区原有青年骨

干复工复产、重新进入工作状态

的时间窗口，系统谋划和推进

“1+2”常态化防疫青年志愿服务

工作举措，及时转化、固化一批

社区青年志愿者骨干，吸收大学

生志愿者等新鲜力量，持续组织

动员青年志愿者投身社区常态

化核酸采样辅助、测温验码、疫

苗接种、防疫宣传等工作，推动

青年常态化融入社区治理，推动

青年志愿服务更具人气、更有活

力、更可持续。

暑期回社区，00后成为志愿者有生力量

身为团干部，我不上谁上？

90后、00后自发成为“团长”
“楼长”“群主”以及无处不在的“大
白”，这一个个鲜活身影犹在眼前，
他们曾在上海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
段，为抗疫赋予闪闪发光的青春能
量。当前，面对社区常态化疫情防
控可能出现力量短缺的局面，青年
志愿者再一次响应团市委与市教卫
工作党委、市教委共同动员开展的
大学生常态化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
号召，利用暑期及时挺身而出。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汪灏童（左图）和孔令琦在志愿服务岗位上。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没讲过脱口秀的
医生，他的科普生涯是不完整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心血
管病专家葛均波的一句话引发

健康科普创新热潮。8月10日，
《健康脱口秀·第二季》新闻发布
会在上海教育电视台举行。市
卫生健康委、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办公室、上海教育电视台、市健
康促进中心在2021年成功推出

国内首档大型健康科普电视脱
口秀节目《健康脱口秀》的基础
上，今年携手凤凰卫视、笑果文
化、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
委员会，共同发起制作《健康脱
口秀·第二季》，面向长三角海
选，辐射全球华人圈，致力打造
健康中国科普创新品牌。

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
处处长王彤介绍，《健康脱口秀·
第二季》将呈现四大亮点：

一是全力打造《健康脱口
秀》这一现象级健康科普品牌。
《健康脱口秀》是继《人间世》《急
诊室故事》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现象级作品之后，上海健康传播
又一次创新突破，也是提升城市
软实力的一大举措，全网观摩人
次超过十亿。第二季将以更丰

富的内容、更好玩的方式、更新
鲜的“血液”，让健康脱口秀持续

“升级”，让医学科普与海派文化
在上海这片丰饶的文化沃土上
不断激情碰撞与灵感迸发。

二是面向长三角海选，凸显
长三角一体化健康促进行动效
应。第二季将首次引入长三角
区域多线联动，率先推出线上线
下紧密合作与联合推广等传播
方式，与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
委员会等一起发动长三角沪、
苏、浙、皖地区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健康科普达人同场竞技。

三是与笑果文化合作，实现
健康科普更多跨界、出圈，打造
最具知识含金量、最有益于民众
身心健康、最被关注的科普平
台，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容、
宣传互融、利益共融”。

四是通过凤凰卫视传播，辐
射至全球华人圈。凤凰卫视“笑
逐言开”栏目将播出健康脱口秀
选手合集，引领、推动海派健康
科普品牌创新发展，多层次、全
方位展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交
融下健康科普的魅力所在，在全
国乃至全球华人圈实现更广的
覆盖面、更大的传播度、更深的
影响力。

《健康脱口秀·第二季》将于
8月15日在“健康脱口秀”官方
微信公众号、“沪小康-上海健康
科普资源库”微信公众号开启线
上海选报名通道，8月31日报名
截止。报名参赛选手递交海选
申报表的同时，需提交一个不超
过5分钟的个人健康脱口秀短视
频作为海选参赛作品，内容与形
式可参考第一季。

以科学的姿势吐槽，用健康的金句辟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