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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近期不少

小区还处在封控管理阶段， 出不了小区

的居民们，上网买菜只能“拼手速”。 徐汇

区的不少社区，充分挖掘潜力，为居民解

决“想买菜却买不到”的困难。

志愿者制作“社区生活图鉴”

这几天， 一份记录着华泾镇所有菜

场、 所有药店， 特别是华发路周边生活

“图鉴”的通讯录在社区群里传播。

文档的建立者是馨宁志愿者群里的

一群热心青年们，平时他们的精力或是在

“996”加班，或是在解码攻略，或是在陪

读“鸡娃”。 现在大家在社区的号召下组

成志愿者群，有的冲在一线奋战，还有的

整理出了周边、 特别是华发路沿线所有

的水果店、菜店、饭店、小吃店等能送外

卖的所有店铺的微信群二维码、电话等。

据悉， 华泾镇经发办也梳理了华泾

地区的主要菜场、药店等生活咨询信息，

并建立了各居民区的物资保障群， 发布

“社区葵花宝典”， 通过菜场直销直供方

式，集中配送居民预定的菜品。

“卖鱼郎”不辞辛劳送菜忙

上海市优秀志愿者杨晓月， 是徐汇

区宜山菜场一位卖了 30 年鱼、远近闻名

的“卖鱼郎”。 他的鱼物美价廉，还经常免

费为独居老人、特困户送上免费鱼。从“卖

鱼郎”变身“送鱼郎”，从义务送货到免费

送鱼，杨晓月 18 年来坚持为生活困难群

体送鱼的故事被社区居民津津乐道。

这些天，周边很多小区都封闭筛查，

杨晓月微信上的老客户们， 纷纷提出了

送菜上门的需求。 杨晓月不辞辛劳，每天

去金山采购蔬菜，跟据订单地址分类，装

菜，每天为小区居民送菜送鱼（如图），担

起了保障大家“菜篮子”的重任，每天的

蔬菜送货量达千斤。

买菜小程序分片保障对应小区

康健街道辖区内有多家菜场和超

市，菜品充足，但由于小区封控管理，苦

于无法高效衔接居民需求。 康健商会企

业听闻居民买菜难题，闪电行动，开发线

上买菜小程序。 一个由 14人组成的开发

团队迅速成立，经过一个通宵的努力，“疫

起买菜”小程序诞生（可扫二维码进入）。

目前， 街道联系康健地区 6 家超市

和菜市场， 分片保障对应小区的副食品

供应。 超市和菜市场按照责任区域进行

配送服务， 每家商户提供 3 到 4 个套餐

品种供居民选择， 套餐内包含日常的蔬

菜、鸡蛋、豆制品、牛奶等品种。 居民可以

通过刷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线上采购对

应片区的超市和菜市场的套餐品种，线

上支付完成后， 对应商户会将物品送至

小区大门口，居民自行收。

“疫起买菜”小程序已于 17日正式上

线，到当天中午 12点，已经接到了 318单。

因商户采购配货需要时间， 上午 12 点

前的订单隔天送，12 点后的订单隔两

日送。

大家居家封

闭隔离期间， 照样

能吃到家里附近超

市与菜市场新鲜的

菜品， 再也不用为

一日三餐发愁啦。

全力以赴打通买菜最后一公里

志愿者保障封控小区供应

筅 宗河 东方网王洁敏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有无数默默无

闻的幕后英雄， 这些身影筑起了美丽家园

的健康防线。他们可能是社区老党员，是熟

悉的街坊邻居，抑或是青年大学生，他们用

责任、担当、奉献，为我们的城市贡献力量。

一声号令， 闵朱社区的居委干部和

200 人的志愿者团队立马集结。他们奔波

于社区各个角落，通知居民下楼做核酸、

运送生活用品、参加社区维稳工作，有的

还自发与孤老结对，提供一对一服务。 从

事医疗工作的志愿者还临时组建了一支

医护关爱志愿者团， 专业医生在人手不

够时帮忙核酸采样， 资深护士为有需要

的居民挂水打针。 机关干部、企业领导、

公司白领……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但此

时此刻，他们都做着同样的工作，拥有着

同一个响亮的名字———闵朱志愿者。

龙州居委和志愿者们则一起了解居

民急难愁，解决群众愿思盼。一个下着大雨

的早晨，一对老夫妻来到龙州居委会求助：

阿姨控制高血压的药已吃完， 又无法出去

配药，急得不知所措。 居委干部了解后，立

即在志愿者工作群发布药品需求。很快，群

里的一名志愿者便冒着大雨送来了药。 阿

姨拿出钱包正要付钱， 他摆摆手说：“大家

都是邻居，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

邻里守望心连心， 相信在大家的努

力下，疫情终将散去。（来源：凌云街道）

一声号令 200人组成志愿团队

感谢守护每个人的“每个人”

疫情之下，如何为老年居民“舌尖上

的安心” 兜底？ 怡乐家园邻里汇长者食

堂，防疫和民生两手抓，及时将原本的堂

食改为外卖形式， 保障周边辖区居民的

“一口热饭”。

“我们大概两周前，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暂停了堂吃。 ”怡乐家园邻里汇的工作

人员姚伯寅说，“我们就每天中午、晚上，

都会将饭菜打包好，放在邻里汇门口。 ”

取餐人员和配餐人员也都做好防疫措

施，为近 50 位居民提供午餐和晚餐。 这

些居民就住在附近小区， 下楼活动下筋

骨，走几步路就能取到饭菜十分方便，省

去了买菜、做饭的流程，疫情并没有打乱

老人们的生活节奏。 有些居民正居家隔

离，或是行动不便就餐困难，邻里汇也是

积极主动地与他们取得联系。

“有位老年居民存在就餐困难的情况，

我们就第一时间与阿姨取得了联系，先

是关心了解她的具体情况和需求， 再收

集汇总社区有类似情况的老年人， 联合

社区组建好送餐志愿者团队， 为社区高

龄老人送餐入户。 ”姚伯寅说。

于是， 就可以看到志愿者拎着一份份

饭菜，派发到各个老年人的手中，不喊苦，不

说累。 有时候还帮老年人代买一些生活必

须品，为老年人在疫情下的生活保驾护航。

怡乐家园邻里汇长者食堂保障居民“一口热饭”

筅 记者 汪晓

这两天，“核酸检测” 成了上海人

生活中的主题词。 3 月 17 日，上海市

世界外国语小学的孩子们通过学校微

信公众号， 收到了一项来自校长张悦

颖的特别任务———“核酸检测中，如何

让大家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到指定采

样点开展核酸检测，确保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呢？同学们，欢迎你参加这个方

案的征集活动，方案可以是文字形式，

也可以是图表形式， 当然如果你能运

用信息化手段和工具，制作一份表格，

设计一个小程序那就更好啦！ ”

前不久，轮到小乐家所在的小区核

酸检测时，已经是深夜。由于不知道“大

白”们什么时候会来，很多居民提前下

楼等待，小乐觉得，这既让人心焦，还有

点儿不安全。 他又看到，由于已经快到

了休息时间，为了确保每户人家都能接

收到核酸检测通知，居委会志愿者们每

一楼、每一户地跑，挨个通知。“我觉得

他们非常辛苦，我就想，能不能设计一

个小程序帮助他们。 ”乐梦晨说。

然而，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没人

能帮他的忙。小乐的爸爸是上海市第九

批援藏干部，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

工作队副领队、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

医院援藏医生乐飞， 小乐上一年级开

始，就只能和“云爸爸”通过视频聊天，

讲故事； 小乐妈妈也是医务工作者，在

一家医院实验室工作， 疫情卷土重来，

小乐的妈妈和同事们工作量陡增，每天

“朝六晚六”，工作的脚步一刻未停歇。

这个平日脑袋里充满奇思妙想的

男孩，从宝贝箱里搬出存货，开始想办

法。 宝贝数量有限， 都是他平日里囤

的———“学校上 micro:� bit 编程课的时

候，老师发给我们一块主板，我参加编

程校队，老师又发了一块主板，箱子里

还有一个蜂鸣器，所以我就想到，可以

把他们用起来！”小乐设想，如果志愿者

手里有一个发射器，每家每户装一个有

蜂鸣器的接收器，只要发射器和接收器

使用同一个无线组， 就能相互连通了！

一幢楼使用一个密码，志愿者像开电视

遥控器一样，按一下就能通知一幢楼。

“疫情期间，我关注的不是他的成

绩，而在于这样一段独立成长的经历，

对孩子来说很珍贵。 ” 乐妈妈告诉记

者，上一次疫情期间，小乐才一年级，

还有些手忙脚乱；但这一次，孩子明显

长大了———白天只有奶奶在家陪他，

小乐不仅自己在 iPad 上设好了好几

个闹钟， 提醒直播课开始时间和自己

休息眼睛的“望远时间”；打印、交作业

等所有事情，也全部自己来。乐妈妈觉

得，“可能因为我们不得不‘放手’，孩

子反而有了更多的成长可能。 ”

其实，小乐也说，自己的小装置，

还只是个非常初步的想法，遥控距离、

精准度等问题都需要向老师请教。 但

在校长张悦颖看来， 孩子们的这份小

任务，重要的可能并不是结果，而是一

份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热情。

（来源：新民晚报 陆梓华）

爸爸援藏 妈妈抗疫

男孩“解码”防疫通知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