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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浦桥街道：这群“楼管家”的志愿之光

让封控楼栋有了家的温度
发布“抗疫日报”和记录楼道消毒事宜是打浦桥街道园景苑3号楼

志愿者群的“灵魂人物”春伟爷叔每天的功课。这份日报通过楼栋的微
信群转发，居民们对自家小区和楼栋的疫情状况一目了然，避免了恐慌
情绪。3月12日，楼栋因出现阳性感染者实施封控，一群志愿者就聚集
了起来，沟通楼栋信息，调解邻里误解，安排楼栋志愿服务。一群志愿
者，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这个楼栋带出了温暖的节奏。 青年报 杨颖

一场精心组织的音乐会

倒叙是一种很好的叙事
方式，它打破了时间带来的局
限，让人们可以直接看到故事
的高光时刻。今天，我们就用
倒叙的方法，先去旁观一场云
上音乐会。

4 月 15 日，晚上 6：15。
微信群中出现了一位染着金
色头发的帅小伙影像，他对着
镜头引吭高歌《我的太阳》，又
对着镜头说是在试音。影像
画面边上，是一张节目单，与
众不同的是，这张节目单表演
者的姓名边上，还标注着室
号，表明这只是一栋楼的居

民的自娱自乐。
这个楼栋由

于有感染者，于3
月 12 日就进入
了封控，虽然期

间有过几天解封，
但过久的足不出户，让部分人
憋闷不已。受“阳台音乐会”
启发，有居民在楼组群中提
出：是不是可以搞一场空中音
乐会。

80后姑娘陆陈颖第一时
间响应，但也很坦率：没搞过，
不知道怎么搞。于是，她去找
90 后小伙子张宸熹，这位小
伙平时就玩打碟、录音，是音
乐爱好者。听陆陈颖一说，也
觉得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便
跟陆陈颖讨论：做主持、录播
没问题，但最好要个策划剧
本。有了内行主导，策划难不
倒活动专家陆陈颖。

张宸熹调试好设备，居民

们开始陆续“进场”，同步直播
只能有4幅画面，这图像就留
给表演者了。

表演开始前，主播请这次
楼栋志愿服务的骨干们一一
跟大家见面，志愿者为居民服
务了近一个月，留言区感谢的
话语雪花般飘过。

此时，隔壁楼栋的居民闻
讯也纷纷加入，来感受这难得
的放松和邻里情谊。

邻居们的才艺也确实了
得，小朋友的钢琴演奏、大叔
的独唱，还有一位专业的歌唱
家。虽然设备简陋，但这一刻
的欢乐，为很多人排遣了孤
独，带来了久违的欢乐。

音乐会原定40分钟，可
是，旁边楼栋不断有人要求加
入，不但来观看，更多人要来一
展身手。歌越唱越多，气氛越
来越好。最后，一曲《我和我的
祖国》唱响，整个小区和隔壁小
区的居民们都走到阳台上，齐
声高歌。一曲结束，人们不愿
离开，一声声“上海加油”、“我
们加油”的呼喊响彻天际。

一个有温度的楼栋群

“封控楼”对于居民来说，
生活不便是显而易见的。

80后姑娘陆陈颖是这幢
楼里的“土著”，她对自己生活
的这个小区有着很强的归属
感。在打浦桥街道，她也是小
有名气的公益人。数年前，她
曾在街道领导的鼓励下，成立
了专注于儿童公益的社团“童
萌社”，将每一个小家的特色
文化分享给社区大家庭。

此时，她第一个站出来，
组建了楼栋微信群，让邻居们
通过微信群了解信息，也让志
愿者们了解居民需求，帮助大
家解决困难。而陆陈颖则化
身一缕春风，抚慰了邻居们焦
躁的情绪。

这个微信群里，每天会发
布疫情防控工作简报，向大家
通报最新的疫情数据，包括具
体病例所在楼栋、转运情况、
待转运情况，以及解除医学观
察回到小区人员情况。简报
上还将保安每天为居民服务、
物资转运和车辆服务等工作，
保洁人员的清洁消杀工作等
告知居民。信息透明了，居民
的心情就得到了缓解。

除了信息告知，志愿者们
还每天在微信群里写日记，记
录居家隔离期间的邻里真情，
发现人性人情的点滴美好，让
封控中的人们看到希望。

有了这个楼栋群，虽然足
不出户，但居民们的交流却没
有什么障碍。

小区封控，需要组建一支
志愿者队伍，微信群里发出接
龙，第一批就有28位居民报
名，不久又接近50大关。于
是，在这个楼栋里，志愿者上
岗是要轮流排班的，临时性的
志愿者任务是要“秒杀”的。

有几位外地来沪工作的
小伙子面临断粮，微信群里求
助，不到半小时，居民们纷纷
拿来了方便面、各种粮油肉蛋
等，有位居民还特地为他们网
上采购了物资，堆在门口有半
米高。

群主陆陈颖每天要做的不

仅是沟通信息，她线下的功夫
一点不比线上少。她在群里@
独居老人的亲属，告诉他们自
己的室号，方便及时联络独居
老人，让老人有事来敲他家的
门，包括配药，或者其他吃的用
的需求；她用私信跟发生了矛
盾的邻居沟通，努力调解那些
因误解导致的矛盾。

隔离了一个多月，大家足
不出户却不知不觉地跟邻居
们有了更加融洽的关系。

一群党员带头的志愿者

报名来当志愿者的，有三
分之二都是像陆陈颖这样的
年轻人。不过，年轻人大多因
为要居家办公，白天的时间比
较少，因此，另外三分之一的
退休人群就成了白天志愿服
务的主力。陆陈颖反复说，他
们真的很辛苦。

不过，这些是很多小区都
有的志愿者风景。现在，我们
要来看些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看他们的电
梯。楼里的两部电梯地上用醒
目的黑黄两色画了一个“十”
字，更绝的是，被十字分割出来
的四个方块里有四双灰色的脚
印，方向相悖，这是被大家昵称
为“春伟爷叔”的“杰作”。为了
让最容易发生交叉感染的电梯
能保证安全，一位外籍居民提
出了电梯一次上下最多乘坐4
人，且4人相背站立的方法。

“春伟爷叔”负责实施，用粘纸
贴上的标志不牢，他就找来油
漆，将站位画上去。

每天早上6点多，楼里轮
值的志愿者就下楼了，来到大

堂进行消杀。而这里，春伟爷
叔永远是出现次数最多的。

朱昉明是一位企业高管。
楼栋封控后，她主动向地方党
组织报到，充分发挥党员的作
用。每天居家办公的她工作繁
忙，但还是主动请缨，担当起楼
内对外沟通协调的联络员。楼
里的老人和慢性病人配药她默
默扛下，另外，她还统计楼栋阳
性人员情况、梳理居民合理需
求、传达居委会最新消息、协调
核酸检测安排……居委会说，
有她在，放心；居民说，看到群
里她的头像，安心；而她自己
说，我是一名党员，能有机会为
社区居民服务，开心。

在音乐会上，主播特意向
邻居们介绍了任洁老师，作为
老师，她经常为楼里的学生出
主意做辅导。但是，在这个微
信群里，她的身份是“团长”，是
全楼栋居民高度认可的“团
长”。任“团长”自称是一枚“吃
货”，而且是有品质的“吃货”，
当下很多物资价格很高，但她
找来的团购资源，不但质量好，
还便宜。她将自己的资源拿出
来跟全楼居民分享，贴时间，贴
精力，让大家在封控期间有好
的水果和蔬菜吃。难怪她的视
频头像一出现在屏幕上，旁边
的字幕一片感谢声。

特殊的时刻终将过去，但
这段时间凝结起来的邻里情
却会天长地久地存在。

园景苑只是打浦桥街道
的一个社区，却也是街道诸多
社区在封控期间的缩影。正是
因为有了很多一心服务于社区
居民的党员和志愿者，这个街
区才充满活力，充满希望。

打浦桥街道园景苑的党员和志愿者。 本版均据受访者供图

为电梯消毒。 患者等待转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