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情共鸣
城市里最温暖的细节

“一起努力，让我们城市更快
好起来！ ”忙碌在罗湖区莲塘街道
莲花社区的采样点， 闲暇时刻，在
与丈夫古钧元通话互报平安时，黄
如菊为电话另一头的爱人加油打
气。黄如菊是罗湖区妇儿活动中心
的工作人员，“0107” 疫情发生后,
她主动请缨下沉社区，协助医务人
员核酸采样等工作至今。在她的影
响下，古钧元也递交了申请，成为
一名防疫志愿者。 夫妻两人同心
抗疫，“夫妻档” 上阵坚守抗疫一
线。 几个月来，深圳市民对防疫一
线工作人员的勉励与共情，让年轻
的小两口感触颇深。

“见不到面的时候，我们常常
在电话里交流一些抗疫工作的经
验，不约而同地感叹，居民们的文
明素养真的很高！ ”黄如菊告诉记
者， 最让夫妻二人感到温暖的，还
是市民们的理解与感谢。 面对志
愿者们，市民不仅仅用配合的姿态
无声地表达着自己的支持，也用实
际行动和话语传递对他们的感激。
初春季节， 气候还未完全回温，常
常有居民为黄如菊和她的同事们
送来热茶、暖宝宝、矿泉水。

“收集大家粤康码的时候，很
多人都会轻轻说一声谢谢，感觉心
里暖暖的。”古钧元说，让他印象深
刻的是一位小学生在完成采样之
后，牵着妈妈的手，害羞地向他鞠
了一躬。古钧元也很认同妻子的说
法，所谓文明，无非尊重与善意，尊
重其实就是特定场景下的共情，深
圳人特别能情感共鸣， 彼此理解，
彼此扶持。 事实上，市民与医务人
员，市民与网格员、志愿者、执法人
员， 基于这种共情的理解与尊重，
每天都在他们身上发生，“其实市
民给予我们更多的感动，他们是真
正的英雄。 ”

关爱互助
城市里最澎湃的力量

近日，在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
社区万象天成核酸采样点，志愿者
队伍中来了一对“母女兵”。

女儿陈语欣还在读书， 平时网
课都排得满满的，2月底开始， 她每
周都会挤出时间， 一下课就赶去核
酸采样点当志愿者“值晚班”，忙完
再回家补作业。 妈妈邓淑华工作也
很忙，但在女儿的影响下，不久前她
也加入了“红马甲”的行列，母女一
起上“战场”，担任扫码引导工作。

白天女儿上课妈妈上班，当面

交流的机会不多，母女俩就会通过
电话或微信，分享做志愿者时的见
闻和感受。来万象天成核酸采样点
采样的很多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母女俩在电话里聊的最多的，也大
多是邻里之间的“友善”小事：“遇
到一位不会注册‘核酸码’的老爷
爷，队伍里一个看起来和我年纪差
不多的小姐姐主动帮忙，手把手指
导他操作好了，还问了老爷爷住哪
里，发现是一个小区的邻居，采完
核酸还陪着老爷爷一起回家了。 ”

“今天好多人和我说‘谢谢’‘辛苦
了’，我觉得可温暖了。”“我这边晚
上灯光有点暗，一开始扫码总是扫
不到， 后面排队的邻居发现了，都
提前打开手电筒帮我照着。”“队伍
里有个孕妇，大家都主动让出来一
条路让她先去采样。 ”

“有几个很久没见面的街坊在
排队时遇到了，激动得不行。 看着
她们聊天叙旧、 互相加油打气，还
相约一起来采样，我都觉得特别有
干劲儿。 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
力，早日战胜疫情，大家都能过上
安心祥和的生活！ ”邓淑华说。

守法遵规
城市里最珍贵的资源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今天有
居民给我们送奶茶喝哦……不聊
了，有人来了，我要做义工了。 ”今
年已经 72 岁高龄的志愿者温宝珍
在电话里跟儿媳妇说道。她的儿媳
妇吴女士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

“我婆婆比上班族都忙， 几乎每次
给她打电话她都在做义工，说不了
两句，她就说她要去做义工了。 ”

吴女士说，婆婆温宝珍从两年
前疫情刚开始时，就每天都去做义
工。家人起初会担心这么频繁的志
愿服务会让老人家身体吃不消，没
想到婆婆越去越开心，精气神都变
好了，家人们不仅不再担心，而且
吴女士在婆婆的影响下，也加入到
志愿者队伍中。

温宝珍和儿子、儿媳并不住在
一起，但每到周末，吴女士都会和
丈夫一起探望温宝珍，这时，吴女
士便会和婆婆一起到志愿现场，共
同为抗疫出力。

“我觉得深圳人很文明很有素
质，特别是对待志愿服务这件事。”
吴女士说，自己以前总觉得志愿服
务很苦，但真正当义工后，才发现
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比如分配给
我的工作是维持现场秩序，但大家
都很自觉站出 1 米间隔的距离，也
没有人插队，有时排队的人看到老
人家或者带小孩的，还会主动让他
们先走，完全不需要我过多操心。”

温宝珍告诉记者，她平时在采
样点做义工时，就把粤核酸码贴在
身上，居民远远看到了就会自己扫
码入场，“我站在入口验码，大部分
居民都会主动准备好绿码给我看
了再进去，很少出现拥堵。 因为我
们这个点不能给黄码居民做核酸
采样，偶尔有一些黄码的居民想在
这采样，我跟他们解释一下，他们
都会很理解支持，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愉快。 ”

志愿服务
城市里最动人的风景

“老席，你认识我们的邻居小刘
吗？ 我今天在采样点看到他来当志
愿者了。 ”“我就知道这小伙子肯定
会加入进来的，挺好！ ”龙华街道油
松社区有一对退休夫妇———肖大林
和席翔磊， 自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参
与防疫志愿服务。 因为工作地点相
隔较远， 他们常常通过电话了解对
方的情况，而“在防疫现场又遇到了
谁”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3 月 10 日上午， 正在油松社
区核酸采样点协助居民扫码的肖
大林，意外地看到邻居小刘也穿上
了红马甲。“因为戴了口罩，我一开
始没认出来，仔细看才发现真的是
他，当时小刘正在帮助一位老人操
作手机。”肖大林告诉记者，两周以
前，小刘带着刚来深圳的父母做核
酸采样，到核酸采样点才发现没带
父母的身份证，她看到后立即上前
详细告知他们采样流程，第二次回
来后又引导小刘父母走“绿色通
道”。这天之后，小刘便来询问肖大
林和席翔磊如何能成为一名志愿
者。“我教他注册义工号，还告诉他
了一些经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
做志愿者了，我挺高兴的。 ”

在肖大林和席翔磊的影响下，
成为防疫志愿者的不止邻居小刘，
还有他们的员工、亲戚、朋友等大
概有 30 多人。“我们刚来深圳的时
候， 曾经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感
受到很多人给予的温暖，所以我们
夫妻一有时间就参加各种爱心公
益活动，从中得到了帮助别人的乐
趣。”肖大林说，她和老伴退休后一
直积极参与社区志愿工作，彼此之
间常会互相分享经验，不断给对方
加油打气。 在帮助别人之余，两人
还热衷于引导身边的人加入到志
愿服务中来。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许
多人凝聚在一起， 便有了守望相助
的力量。 ”肖大林表示，有了万万千
千志愿者的默默付出， 我们对于抗
疫的胜利才有了无比坚定的信念。

（据《深圳晚报》）

２０22．3.15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08 新闻 NEWS

抗疫家庭电话里的“文明温度”

“一座城市的文明气息平时可能体现在公交车的让座、书城里的安静里 ，但在疫情防控特
殊时期，这股最动人的气息又有怎样的表达与呈现呢？ 夫妻、母女同做志愿者的比比

皆是；做采样的市民自觉排队、严格按要求登记扫码，尊老爱幼让老人小孩走快捷通道，邻里之间彼
此加油打气。 在深圳 1200 余个核酸采样点，人们自发地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措施，与‘红马甲’‘大白’
彼此默契，无声的支持，有声的感激 ，无不展现出这座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城市气质与城
市底蕴。

‘见不到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电话里交流一些抗疫工作的经验，不约而同地感叹，在这场众志成
城的倾城之战中，文明确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动人的风景！ ’防疫志愿者黄如菊告诉记者。

邓淑华、陈语欣（右）母女在抗疫一线

罗湖区莲塘街道防疫志愿者古钧元忙碌在核酸采样现场

温宝珍（右）与儿媳妇参与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