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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区，我建群自救 | 新世界
mp.weixin.qq.com/s/KDdedCZzEXmJyFNcQ-zVoQ

封控第五天，我在这个两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区里建了一个群。我是群主。

 

但随着团购方式的变化，志愿者的加入或退出，居委会的隐身，这个群似乎在自救的同时
陷入了混乱。当上海的各种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常感到愤怒、疲惫，甚至怀疑建群是不是
一个错误的决定。

 

什么是“谣言”？什么是“间谍”？什么又是“胜利”？

 

谁来判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1、建一个群
 

 

4月5日，浦西实行封控政策第五日，我和同住在一个小区的朋友V发了一条微信：“我们建
群吧。”

 

封控的前一天，我的室友在超市购买排骨、猪蹄，结账的时候她又往购物车里加进两板鸡
蛋，一共三十个。我和她说：“就在家四天，不用买这么多。”后来的情况说明当时多亏了
她，我们才不至于挨饿。

 

到第五日，我们家的冰箱也逐渐空了。我居住的街道一共设立了十七个居委会，管理约莫
179 个小区。我在一个以街道命名的五百人微信群里问过两遍，发现许多小区都已经各自
有群了，而我们小区无人响应。

https://mp.weixin.qq.com/s/KDdedCZzEXmJyFNcQ-zV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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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V说她很害怕。因为她接到电话，说前一天的核酸结果“混检异常”。我们之前的
检查都是混管，十人一组。

 

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家四天之后会收到这样的信息。她担心地说，难道是我们封控前一
天在小区门口被传染到了？当时周边的菜价已经涨了三倍，所有人都在囤货。V继而又怀
疑，是不是当天她戴的口罩质量不好？又或者是回家之后没有洗干净手？“可是奥密克戎的
潜伏期不是很短的吗？为什么今天查出异常？”

 

她独居在家，哭了一场。问：“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收拾行李，准备去方舱了？”

 

我安慰她说，身边也有其他朋友收到了这个通知，不用担心。她同时很自责，如果自己感
染了，会影响我成为密接。我当然也在脑海里快速地考虑了这个可能。我也想过，是不是
在31号就不该和V见面？因为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位室友，而且养了猫咪。因为自己而连累
其他人的生活，会有一种负罪感，或者说耻感。

 

我是在之后才意识到，这种情绪并不应该由我们来承受。

 

说实话，我的心态就是从4月5日开始变化的。所有人都配合着静默了四天，现在继续进入
漫长的等待。我们这时候才开始想要去联合身边的人。

 

我打电话给居委会，询问小区是不是有居民群？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反问我：“你要加入居
民群做什么？”

 

我说之后团购食物方便，我看到上海发布已经提供了团购信息，但是都有起订量。

 

居委会说：“今天下午不是问过每一栋楼要不要买菜吗？”

 

的确，下午楼长给我们看了一个订购清单，有三种不同的套餐，其中六十块钱可以买到七
斤蔬菜，类型就在纸上列的十五个蔬菜品种里，但居民自己不可以选择，是一个“盲盒”。这
个套餐名字叫“新鲜蔬菜15发7”，我朋友说这有点像彩票的形式。



3/17

 

后来，当小区内阳性确诊的楼栋开始增多，从3到27、23、19、13，新出现的号码像是博
彩直播中从机器中掉落出来的写着数字的小球。但是我不认为被困在一个个房子内的我们
是那个赌博的人。

 

晚上八点，我们建群之后的一个小时，V查到了自己当天核酸的结果，阴性。她松了一口
气，但也意识到，这似乎只是一种“概率”。

 

 

2、建群是为了自救

 

我们生活的小区在上海浦西，一共有36幢楼，住着大约两千多人。前四天“足不出户”的居
家隔离结束之后，我们在没有收到任何官方通知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无限期”的全域静态之
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解锁这场封锁。

 

我所居住的这个街道，有一个“街坊群”，群里的人都住在附近，也许是不同的小区。我曾以
为这是距离自己生活最近的微信群。

 

三月初，上海开始实行小区封控的政策，规定的风控天数不一样。我们小区在很长一段时
间都相安无事，当时甚至有一些侥幸的心态，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人在街坊群里发了一张
我们小区门口的照片，说被封了。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在群里认识了V，她说自己也住在这个小区。

 

封控之后，我在叮咚、盒马、美团上从没抢到过菜。而那个时候团购已经兴起了，同一个
小区的订单量有时候会要求到一百单以上才会发货。越早建群，越早有人能在小区组织这
件事情。

 

我把室友拉进来，和V，三个人建了一个群。我甚至在想，如果最后根本没有其他人加入，
我们挂着“互助群”的名头是不是有点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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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把群二维码发进了“街坊群”。有一个街道的工作人员扫码进来，她看到这里人很
少，热心地帮我们找些人来。也许她是发到了志愿者群，而志愿者又传播到自己的楼栋群
里。很快，更多居民进来了：有荷花头像的、有昵称带着国旗的、有名字单纯就是一个
emoji符号的。

 

这印证了我的想法。在我们建群之前，小区里分散着不同的小群。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我
和V，始终没有找到进入其中任何一个群的渠道。

 

但忽然之间，我发起的这个群成为了小区里的“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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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购第一单

 

建立小区的微信群之后，没有打招呼的时间，人们渴求地在群里问，“有团购鸡蛋的
吗？”“可以买水果吗？”“牛奶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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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感受到紧迫性和短缺性。

 

第一个站出来要当团长的人，开始往群里扔小程序，说大家可以下单，由她来做最后的统
计。她十分熟练地发出带有表情符号的参团信息，似乎对这套流程驾轻就熟。

 

在最早的群公告里，我写着：“这个群是小区居民自己组织的，为了方便生活在同一小区的
邻居们在封控期间进行生活互助。欢迎分享有用的便民信息入群。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需要
邻里帮助，也欢迎提出。希望我们都可以健康、平安、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

 

因此，当我看到团购立刻浩浩荡荡地形成一种采购物资的龙卷风时，心中警铃大作，脑海
里已经开始脑补出一个人在群里收完大家的钱然后退群、消失的剧情。我立刻在群公告里
补充：团购由小区居民自行发起，大家请谨慎鉴别团购信息。

 

我也要求团长表明自己的身份，告诉大家自己的楼号和联系方式。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
做对不对，因为将心比心，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一大群陌生人，的确是不安的状态。那
位女性很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信息，也解释了她自己之前就是在做团购相关的工作，所以
比较有经验。

 

群内很多人也的确缺物资，于是这样的团购便继续接龙了下去。那时群内两百多个人，大
家要凑足三十个人买鸡蛋，最后还缺一两个名额的时候，一个邻居在群内告诉大家：“不要
觉得家里有就OK，要有危机感，你有存货才有安全感。少则4月11日解封，多则封到迪士
尼乐园开放。大家点起来，所剩无几啦。”

 

随后她又感叹，吆喝邻居买鸡蛋比工作还费劲。不过并没有花多长时间，我们小区的第一
个“鸡蛋团”成功成团。

4、有志愿者退群，居委会呢？

 

但是很快，群内的团购就出现了混乱的迹象。居民不同的需求都在同一个群内接龙，消息
杂乱，中间还夹着对小区目前到底有几幢“阳性楼栋”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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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志愿者退群了，她说看不了群内有人说小区已经“一片阳”了。在她看来，这是煽动大
家囤货的一种表达策略。

 

对团购来说，志愿者很重要。因为无论谁是团长，最后的一百米配送都要由志愿者完成。
事实上按照上海的政策，从4月1日开始，所有需要出门的事情都由志愿者代劳。比如扔垃
圾，比如遛狗。

 

谁在做志愿者？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我听到前面一个居民和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聊
天，问她这个工作有没有补贴？她摇头否认。

 

街道曾经发布过招聘志愿者的信息，鼓励党员先行，也欢迎热心居民报名。申请当志愿者
有两个条件：

 

一是年龄在18周岁至60周岁之间；

二是已接种2剂及以上新冠疫苗，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阴性。

 

但志愿者也都累坏了。在我们小区，志愿者的服务时间也被无端延长。而且他们也有家人
需要照顾。在没有一个统一团购方案的情况下，志愿者不可能为居民的每一单团购都去跑
腿。

 

于是各种团购的方式都出现了：

 

一个志愿者提出，小区内的采购就应该由居委会牵头，他们只帮忙配送居委会的物资。一
来是看到有快递员感染的信息，担心采购来的物资不安全，二来这样也好协调最后一百米
的配送。

 

另一位志愿者自发做了团长，第一天就帮小区居民团购了牛奶。他的方式是让每一栋的志
愿者报数据给他，然后他和志愿者联系，汇总统计，最后团了七百多盒鲜奶。这种团购方
式是我们这种老公房小区的理想模式，订购信息能覆盖最多人。但事实也证明，即使如
此，还是会有疏漏。大群里有人说自己没得到志愿者的通知。可能是楼栋志愿者的年纪比
较大，也会错漏掉微信信息，或者接到的通知太多，实在没精力每件事都一户户问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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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依然有各种零散的居民自发团购在群内接龙。考虑到这些情况，互助群的群公
告更新了一版：

 

“封闭期间有不少小区出现‘突阳’的情况，我们小区也是。这可能和外部物资和核酸检测有
关。倡导大家注意以下事项：1. 核酸检测时，志愿者敲门后再下楼。志愿者会分楼栋有次
序喊人，不要听到动静就下楼，造成聚集；2. 核酸检测时严格遵守 1-2m 距离排队；3. 非
必要不团购，团购尽量跟志愿者和居委会的团购；4. 团购物品严格消毒后再使用。”

 

在过去七天里，长宁区只发了一次免费物资，如果一家有三口人，两天就吃完了，而大家
都不知道后面还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即使公告这么说，但是群内的团购依然火
热。

 

周边尚能营业的商户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讯息，也加入了小区群，有人的微信名就叫做“卖
菜的”。

 

V作为管理员，和我一起关注着大群里的动态。她这几天住在没有消杀和转运的封控楼，每
天都得知自己周围有新的住户被感染，紧张不安。她去和居委会沟通了现状，过了一会
儿，她说终于了解到居委的难处了：居委会的人力都在安排核酸检测上，没精力组织大家
团购必需品。她问我要不然我们帮忙做线上志愿者，可以为居委会筛选外部团购货源、负
责登记和整理居民团购信息，最后由志愿者完成配送？我答应了。似乎这是在目前的情况
下最有效的选择。而且我们也可以组织更多年轻人来一起出力。

 

但没过多久，V告诉我，她失败了。

 

她在有居委工作人员的群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分成了四条，如果居委需要协助帮忙，我
们也可以作为线上志愿者参与。但有一个志愿者跳出来明确反对，说他只为居委会和街道
提供服务，认为我们的提议是在搞垄断——他说如果我们想发起团购，应该让我们回到大
群里去，去和其他团长竞争。

 

“知足吧！我们居委做得已经很好了，给大家找菜找米！这个时间不饿着就行吧。”一个男人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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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被扣上了一个帽子。但实际上我们楼当时也没被问到是否要采购米，如果有人
真的缺米了，只依赖单一的渠道真的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如果相信他的话，是不是就会
犯和当时我们相信4月5日凌晨3点会解封一样的错误呢？

 

这个讨论没有再继续。第二天，V被人从那个小群里踢了出去。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开始怀疑，建这个群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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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乱了

 

封控后的第九天，群里一个居民说，我们小区的人打算效法一则短视频里的内容，团购一
头活猪。大家都把这事当作调侃，想着人不会真的这么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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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群里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说小区里有一个外国人，不知道怎么买东西，想找懂英文
的人帮忙。政府发第一轮免费物资的时候，除了蔬菜和鸡肉，还有带鱼。据说外国人当时
没有收下，因为他相信四天之后就可以上街买东西了。但后来他只好向志愿者求助。

 

人们在群里讨论说，这个外国人的昵称后面有一面旗子，问是哪个国家的？

 

一个人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没吃的就吃掉那个外国人吧。”

 

看到这条信息我愕然，立刻回复了一句，“不要开这种玩笑。”而说话的人似乎还意识不到严
重性，即使看到有人补充说这个外国人此刻就在这个群里，他还继续说了一句：“他应该看
不懂中文。”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原来离谱的事情不是只发生在网上，也许哪个小区都有人会“吃人”。

 

而且，相信是外来物资造成小区内新增感染增加的人越来越多。群里的日常变成有人不断
提团购需求，又有人不断出来喝止。如果真是如此，是不是解散了这个群来得更好？

 

又有一个志愿者因为看到群里有人发起手抓饼团购而退群了，生气地说：“现在怎么连手抓
饼都开始团了？”

 

在“非必要不团购”中，什么是“必要”？人们也说不准。这和之前居家健康监测中规定的“非必
要”不出门的规定一样，不过当时控制的是人们的腿，现在控制的是人们的胃。

 

而这个团购的发起者则认为，她联系的手抓饼资源有资质、有运输通行证，在这么多店家
都停止营业的情况下，既然它可以被团购，为什么不让大家买呢？

 

在大量的小区群聊消息中，我感到疲倦。虽然我很少参与发言，但人们对于生活的不安日
日漫溢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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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年轻人加入互助群之后，问大家有没有速食的团购？他是小区的租户，家里没有锅
碗瓢盆、油盐酱醋，平时也只吃速食。没想到封控时间这么长，在入群之前，他已经断粮
两天了。

 

很多人在这个时期敏感地关注到老年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可能忽视了那些有可能
饿死的年轻人。在统一的物资发放中，人的需求也成了一种“一体化”的存在，仿佛每个人依
靠一样的生存材料就能活下去。真的如此吗？

 

封控到现在，人们需要团购已经是一个摆在明面上的事实。许多媒体开始报道“上海团长”，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帮小区团购五六千只鸡蛋或者一个团长做出的电子表格多么细致的积
极宣传。

 

作为小区群主，我自愧比不上可以为居民带来真正物资的“团长”，也比不上在组织核酸和发
放物资时献力的“志愿者们”。但为什么我们仍然看到这么多短缺和混乱的情况？

 

各个层面的信息沟通似乎都有阻碍。有邻居偷偷告诉我，这个群里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但是她从未表明自己的身份来组织行动。

 

后来小区里的一个邻居给了那个饿了两天的年轻人五包泡面，装在塑料袋里放在门口，又
有另一个邻居往里面加了两颗苹果，让年轻人无接触地拿走。

 

群里进行互换的物资还有许多，比如香烟、咖啡、纸巾还有药物，像一个内部运转的黑
市。一个邻居把一包中华烟放在楼道口，拍了张照，让另一个人拿走。

 

很多时候，我不想成为一个带领者，只是想做那个看到有扇门被关起来了，有人出不去，
我去偷偷打开它的人。

 

后来我终于收到了建群之后自己通过团购得来的第一单鲜奶，也是我在封控八天后买到的
唯一东西，当我在家喝到新鲜牛奶的味道，想到它是如此来之不易，当下竟然觉得想哭。
这也太荒谬了。

6、“谣言”？“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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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5号开始，小区里的23号楼出现异常，原本是一例，但是在五天之后，这个数字变成
了七户。

 

V和我说今天居委让他们楼内阴性的居民下去做核酸，但是大家都拒绝了。因为在每日都有
新增异常的情况下，楼道内依然没有做过专业的消毒杀菌。而他们认为这也是在封楼的情
况下，楼内的阳性仍然在增多的原因。

 

他们联系居委会，对方给的反馈是目前专业消杀只有在疾控中心将确诊与密接转运了之后
才会安排人来做。但这里构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如果不做消杀，那其他居民感染的
风险更大，确诊阳性的人数就会一天天增多。居委自己也很无奈，听说书记自己穿着白色
防护服，用小喷雾在楼道内喷酒精。

 

V的隔壁就是一户确诊人家。因为害怕，她几天都没有开过窗户了。她陷入一种绝望的心
情，觉得自己这几天就是在“排队”等待被感染，而什么都不能做。而与此同时，互助群里还
有人在询问有没有要团购草莓。

 

晚上，她发了一条微博，讲了自己楼栋的情况。在两个小时内，她的微博被转发了上千
次，很多人留言说自己小区里的感染和转运情况都是相似的。

 

小区内也有居民看到这个微博，并且转发到了互助群里，有其他楼栋的人看到之后疑惑地
问：“这是造谣吗？”

 

我们开始在想是否有必要在群公告里更好地提醒大家目前小区内封控楼栋的安全。而同
时，群内一连冒出的消息也会令我们担心如果公布这些消息，大家会不会陷入恐慌。这几
天，我和V都经历过太多次想要做些什么又放弃的情绪过山车，以及有时候已经在努力做了
些什么但又深深感到无力的沮丧当中。

 

但这样下去，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也许每天都是封闭十四天的第一天。所以我们
还是决定要把从群内已知的小区内部感染数量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只能靠居民自发地提供。小区平面图，是从去年手机相册中拍到一
张当时小区决定加装电梯的“告居民书”里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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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绘了一张平面图，抱着是否和居委沟通一下的心态，先联系了唯一一位在互助群里告
知过自己是街道工作人员的成员。

 

她给我的回复是：“我也在和书记建议。”

 

V没有等“建议”什么时候能被落实，她把我画的图发到小区里另一个“业主群”，有人开始讨
论了，这事就继续往下进行了。有位邻居之前就制作了一张实时更新的表格，让大家互相
告知异常楼栋的信息，另一个邻居将我的图表改成了电子版。我把这些信息放在群公告
里。同样也想自救的邻居意识到到大群的“人多口杂”，像团购一样，也开始建立新的小
群，“青年群”、“消杀群”、“后勤群”……各自由不同的人带领。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有人将图上显示有异常信息的楼栋上添加了一只“羊”的图标，我在群里
问了句：可以不要用“羊”来称呼吗？

 

想起前几日在我们楼栋群里，年长的阿姨也在用“羊”来指代。她问：“羊都进羊圈了还是仍
在家里蹲？”有人回复说在家之后，她答：“应该牵走。”

 

年轻居民附议：“符号化容易让人忘记对方也是人。”

 

最后我们只在有异常情况的楼栋上画圈提醒大家注意，同时还强调了信息透明，是为了让
大家能够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健康安全，同时消除歧视排挤，互帮互助。

 

这些表格在群里公布之后，好几幢楼的居民开始变得警惕。

 

由于我们得到的信息也不一定准确，而且更新不能做到那么及时。比如这几天有确诊被运
转了，某栋楼已经是解封的状态，但可能在图上还被画了圈。

 

消杀的问题同样反映到居委之后没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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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邻居在群内又在建了一个专门讨论消杀的小群，准备自发筹款从外部请来专业的消毒
队。本来我们以为这是一件难事，但是居民联系了一下午，对比了三家公司，最后确定下
一家，费用每栋只要三百。

 

我们每天都在为小区的情况担忧，也看到有其他区的新闻，说“志愿者接管了居委会”。而在
自己的生活中到底要做到多少？还要做到什么地步？都不清楚，也暂时看不到终点。

 

而另一方面，群内又开始有了新的风气，找“间谍”。

 

居民对于“清零”政策态度自然是分成两派的，而当观点开始争论起来的时候，有一方熟练地
怀疑另一方是间谍。而这时候被攻击的一方亮出自己的身份，“我家里有老红军，论爱国没
有人比我更爱国。”

 

群里有人接上：“那你们家可以反映下我们小区的情况吗？让我们早点解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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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谁是健康的人？

 

4月13日，封控第十三天，上海八级大风。昨天大家收到的信息是要连续做三天核酸，但今
天下了大雨，又通知取消了，大家在家自行做抗原检测。

 

大雨滂沱，落了一整天，小区阒然无声。而群内也变得格外宁静，大家好像意识到群内的
争吵和讨论在雨声中都显得无力。我们被困在家里。晚上看到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一位官员
去世的信息，但在微博上，只有“上海八级大风”的天气信息挂在热搜上。

 

这条新闻没有人转进我们小区的互助群里。

 

第二天一早，小区群里就开始争吵。居民不满上午做核酸时位置安排得太近，志愿者出来
解释说因为早晨落雨，雨棚内的空间没有那么大。居民提出那可以背对背排列，距离也会
拉得更远。后来问题又变成“你有本事你来做事，不要光说不做”的争吵上。而围观的居民出
来解围：“我们在这里讨论有什么用呢？居委要是看到早就看到了。”

 

我是在这个时候留意到，原本唯一在群内以“居委”身份发过言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什么时候主
动退群了。

 

但是，我们讨论的一切似乎也只能推进在居委这个层面。

 

居民要配药？官方的说法是先找居委。居民要求楼栋做好消杀，官方也让大家去找居委。
疫情之后建立的网格化管理，让上层更隐身了，普通居民现在只能把压力积累在居委或者
政府“客服”部门。大家都在自己的网格里，愤怒也被阻隔在一个个权力极小的、无力处理事
情的终端网格里。我们在家里发泄我们的愤怒。

 

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抗原大礼包”，里面有口罩二十个、抗原检测盒十个，还有一张“心
意卡”，上面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能取得抗疫的胜利。”

 

什么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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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有居民开始闲聊觉得也许之后不想在上海待下去了。其他人又问，那你去哪里
呢？

 

晚上23时13分，上海发布了推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孙春兰在沪调
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我捧着手机看着这条信息，准备入睡。是的，今天做了核酸，但是明天醒来要不要做核酸
我不知道。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生活逐渐悬置在一种被审判的状态，而我的确依赖着
核酸的结果，以此确认自己今天还是一个“健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