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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抱团自救，是这团乱糟糟中最大的温暖
mp.weixin.qq.com/s/Pz2EiX3mPyOE6-Ayceelsw

职烨 苏格拉底很闲 2022年04月10日 14:25

这不是街道办、居委会大爷大妈组织的宣传行为，是上海小区居民在被封锁近一个月饱含
悲痛、压抑，戴着口罩，在深夜阳台上迎风流泪，发出的呼喊与心声。没有灵魂不渴望自
由。（视频来源于网络,侵删。）

最近上海人过得真的挺难的。在网上看到各种求助和自助的消息，身处其中，常常看得泪
水涟涟、睡不着觉。

  
自从4月1日足不出户被彻底封锁在家里之后，因为准备不充分（请看我的前面一篇），再
加上也没有太细致的规划，家里的牛奶首先快要见底了。我大概从5日开始四处找奶，并开
始认真刷各种买菜软件（没有一次成功）。我发朋友圈问大家都怎么买东西，差不多所有
的朋友回复都是一样的——靠小区团购。
 
我有点沮丧。因为我们这里压根没有物业，连小区也就是勉强有个铁门，里面没几户人
家。
 
我住在泰安路上，坐标长宁。我们家在武康大楼的附近（杠精不要烦，武康大楼行政划分
在徐汇区，但以兴国路为界，西面的兴国路、泰安路等路上的住宅，就属于长宁的范围。
之所以提到武康大楼，是因为很多不熟悉上海的人对这个位置有概念。），从泰安路拐到
兴国路上再走上几十米就能看到大家拍照打卡的那个路口。我们这一片大多是以前留下来
的一些老洋房、公寓，夹杂着八十年代造的一些老式公房。除了武康大楼对面的兴国大厦
还有华山路路口的华山花苑等几栋高楼层，几乎都是低层的楼房，居住密度不高。
 
我们是2019年年底，小朋友出生后搬到此处的。我妈当时叫我去给邻居们送点喜蛋什么
的，刚好借机打个招呼（看，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就是有这种自觉！因为他们知道困难时
期，就必须邻里互助）。但因为我深度社恐，所以在家踌躇了几个月，直到喜蛋们都过期
了，也没有勇气去敲响邻居家的大门。我们就这样在这里住了两年多。每天抬头低头见到
熟悉的脸，也会打个招呼什么的，但仅限于点个头。
 
这一波疫情开始，我眼见那些封了二三十天的小区都靠邻里之间组织的团购补充物资，而
解封之日遥遥无期，只觉得越来越着急。怎么办？
 
4月7日下午4点，我被终于被拉入了我们这一片的互助群。
 
 
这个群是当天下午才成立的，我进群时有100多个人，截至我写文章的时候，群里有213个
人，是我们这里附近几个弄堂的居民自发组织然后不断拉入邻居扩充起来的。
 
进群的时候，他们正在组织团购光明的鲜奶(有优倍和致优两个品种）。我马上参与了接
龙，报了四瓶鲜奶。200份成团，几分钟后，我们这个牛奶团就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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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没有人讲废话和聊天，一位组织者几
乎是在即时就将大家接龙导出到了excel
文档里，户号室号和订的品种以及相应的
金额分列显示。大家花了几分钟核对无误
之后，就有序按照弄堂号一个片区一个片
区收钱——给出收款码，各自付钱备注，
然后是下一个。10分钟后，200多份牛奶
全部点清付清安排妥当。然后是下一个物
品——鸡蛋，再下一个是面包。
 
我被这个节奏惊呆了。
 
如此专业、如此高效，如此流畅，绝对是
活动组织的范本。
 
第一次接龙完牛奶之后，群里就大家自发
产生了各弄堂和楼组的志愿者。有供应商
渠道的邻居们不断贡献出新的物品种类，
在大家表决后确定数量后与对方联系，然
后有序组织开团。东西到了之后，由组长先告诉大家，然后派出楼里的志愿者去交接，再
分批送到楼道的各户。我看见群里的大家给志愿者们贡献出手套、酒精等防护品，叮嘱他
们注意安全。还有人贡献了打印机，打印出表格之后方便比对和勾划。有人贡献了小推
车，这样志愿者们运送重物的时候可以减轻点负担。大家仔细地把捐出来的物品区分和消
毒，然后放在外面的货架上自取。

在不接龙的时候，大家会把各自家里富余的东西拿出来以物换物。
  

有人缺调味品，马上就会有人免费贡献出来；有人烧某道菜缺某种食材，也会有人马上拿
出家里多的。啤酒、咖啡等都是紧俏的奢侈品，快乐水（可乐）的需求也很大。我用桶装
水换到了啤酒，还有个姑娘说“我家里快没吃的了，但是我只有书。有人愿意换吗？”
 
这个社区的老年人不少，志愿者自发挨个去敲门问大家有什么不方便吗？需要什么东西。
需要的东西会发到群里，邻居们自发凑一凑再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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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其他小区的分享
 
我团的牛奶在今天早上由我们楼的志愿者小伙，在早晨8点送到了门口。我的邻居们，他们
陆续收到了团的鸡蛋、面包、蔬菜包更各种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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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楼里的志愿者拿到了通行证，出门为大家去附近的药店买酒精和不用处
方的药品。有个小伙子让楼里的老人把医保卡挂在门外，他拿了去配好药再送回来重新挂
在外面。
 
4月7日下午，我进群后，就添加了我们二楼邻居的微信。在这之前，我们平时偶尔会在碰
到的时候打招呼。他说他每天5点定闹钟起来加购物车，6点抢叮咚。之后，他给我们家小
孩送来半个西瓜（是他那天早晨在叮咚抢到的），“小朋友都爱吃西瓜，送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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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下午，我们收到了朋友寄来的一些蔬菜和鸡蛋。因为我们本来就存着不少鸡蛋，就分了
些鸡蛋和一些富余的蔬菜给了那位送我们西瓜的小哥哥。他拿了我的菜，第二天端来一锅
放了许多牛肉、洋葱和卷心菜的地道上海式罗宋汤。这一锅足足让我们吃了一整天，是我
妈妈烧的熟悉的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小朋友特别高兴。
 

罗宋汤里有满满的牛肉

还有5点起来在叮咚上刷到的珍贵蘑菇

 
我父母的小区，因为被封的时间非常长，我父母靠邻居的救助，也得到了不少鸡蛋和番
茄。我奶奶已经93岁高龄了，她的保姆回家了，姑妈住去照顾她。邻居帮她们做了几顿
饭，放到门口，还帮她们出去买药。我的大学老师不会在网上买东西，靠邻居的帮助团购
到了蔬菜和肉类。
 
上海市民们已经开始在线上给邻居家的小孩辅导功课，在楼里互助煮大锅饭分给单身小伙
和小姑娘。大家有什么渠道和资源都拿出来共享，在小范围里互帮互助，能做一点是一
点。
 
我小时候并没有跟祖辈住在一起。父母都是双职工，大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自己穿
过弄堂去上学了，脖子上挂着钥匙。
 
当时同楼层有个奶奶，我们用上海话叫她“鲍家老太”，大概跟我奶奶差不多岁数，宁波人，
手脚麻利，很会做事，烧得一手好菜。她有个孙女比我小一岁，我每天放学了都要去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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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玩一会儿。老太给孙女做什么，总会给我多做一份，有时候我父母有事，我就在他们家
吃晚饭。我妈做了什么好吃的，也总会让我给她家端一碗去。
 
这种邻里关系，在我们长大起来，各自有了独立的家庭，慢慢就消失了。邻居之间不再讲
话，见面当然是认得，但也就是点头而已。这一次疫情，让大家突然之间亲密了很多，仿
佛回到了80年代。这大概是这次疫情给上海人带来的唯一的温情面了吧。

朋友圈里其他小区的分享
 
还没有彻底封锁的时候，我已经跟女儿班级同学的家长成为了好朋友。因为孩子在家，很
多时候没法工作，我们就分工，一人负责管几个小时——两个孩子一起玩，一个大人负责
照看，另一个就可以腾出手来安静得做会儿自己的事。我们还商量着几个孩子一起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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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课，这样分摊一下家庭的负担也不大，孩子们也可以有最基本的社交。当然1号之后一
切都停止了。
 
什么时候能获得自由，只有风知道。
 
现在上海市民的情况是这样：12345打去永远是踢皮球回来，110，120很难打通，打通了
鲜有作用。在一切官方的渠道都在堵塞和发生极大的混乱、上面还在持续不断施加错误荒
谬的指令时，上海人自己从身边出发，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一点点凭生活的经验和公民的
素质，挖掘和摸索出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
 
我看见上海人自己开发了自救网站。这是一个每几秒钟就有更新的表格，上面贴出各种求
救信息，并按照“紧急”、“较急”、“极紧急”等标出不同颜色，将疾病摘要成简单的描述，标
出地理位置，供专业人迅速提供帮助。

上海人民自己开发的自救网站：
http://t.cn/A66H2Vj8
http://www.helpothers.cn/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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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每几秒钟就有更新的表格
希望可以帮到紧急的人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上海市在疫情前（2018年）各级医院诊所一年接诊2.7亿人次，住院手
术256万台，也就是说，上海市在医疗系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拥有平均每天吞吐74万人次
门急诊和7000台住院手术的医疗系统承载力。这是上海市医疗资源的实力。
 
我的朋友在封锁前不小心在家中摔裂了脚骨，她找医生简单固定了一下约到3月30日做一个
简单的小手术（半小时左右）。但她的医生所在的小区被突然封锁，之后又迎来全市的“静
域管理”，她如今绑着脚在家里一跳一跳走路，不能碰水不能洗澡。相比之下，这已经是相
当小的麻烦。我身边还有癌症朋友，因为输尿管堵塞无法手术，狂打120终于被送去医院紧
急插了一根导尿管，至于什么时候才能手术，还是等通知。
 
我看到网上有人统计，根据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上海日常从事批发、零
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服务的人员有389.9万人，而全上海“公共管理、社会
保障和社会组织”这一项下的人员，仅有29.1万人，仅仅是前者的7.4%。
 

 
上海平日里吃喝拉撒睡是将近400万人一起维持其运转的，现在却指派给各级政府、街道、
社区，每个工作者人均压上十三四倍的担子。上海本来就是全国商业最发达、市场经济比
例最高的地方，现在让这个市场机制下400万人和2100万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商业
活动停摆，这种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许多人说，你们上海怎么就那么矫情？看看两年前的武汉。两年前武汉，我的朋友就刚好
生活在那里。当时武汉的许多超市还是正常营业，每个家庭可以隔天派一个家庭成员出门
去买必需物品。今日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可与当时同日而语。
 
2500万人的大城市在一刀切的指令下猝然完全停摆和静止下来。但普通人总要吃一日三
餐、病人总要看病，孕妇总要生产。上海人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救一个是一个，看到一个
身边人倒下大家就上去扶起来，上海人这波戴着镣铐的自救真的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棒了！
 

我的朋友说，等这次的疫情结束，可以拍个电影，就叫《上海团长》。主角已经想好了，
就请雷佳音好了，叮咚小哥可以请王宝强饰演，上海居民彭于晏就由彭于晏来演（排队下
去做核酸），一定特别感人，特别市民，特别接地气。
 
哦，朋友又补充说，团长一般都是女性。那么就改成马伊琍好了！上海女性，精明、能
干，能张罗。
 
（此处特别感谢@藤井树制片人，@sude编剧，望得到现*传播集团的拍片赞助、以及澎*
新闻的大力宣传。）

  

只有苦中作乐，才能度过这样艰难又滑稽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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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一位普通上海市民失败的囤货经历与十条实用囤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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