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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故事

高温之下，志愿者“大白”手套里积满汗水

她们相互配合，在一小时内送午餐1000份

学校转入严格封控管理后，

辅导员们皆身兼两职，既是带班辅

导员，又是楼宇负责人。

作为带班辅导员，他们通过

一系列云互动引导学生用积极健

康的心态面对生活。作为楼宇负

责人，他们每日化身“大白”，为楼

内同学服务。

南区辅导员金瑜婷：
“明月高悬夜空，眼下是春天”

3 月 13 日以来，法学院 2021

级本科班的辅导员金瑜婷几乎每

晚都会为学生设计“晚安签”海报，

传递关怀和问候。

4月2日晚10时许，刚结束晚

安签的设计，金瑜婷便接到学院的

紧急通知——4月1日全校核酸检

测中，一些混检结果异常的样本来

自她班上学生。在学院老师的指

导下，她立即赶往南区，协助安排

学生逐一转运。安顿好学生们后，

近凌晨四点她才回到寝室。

“等转运车时，金导一个人在

外面看行李，稳定大家的情绪。”一

位同学回忆，“那天晚上挺冷的，她

站了四个小时。”

4月3日一早，南区封闭管理，

金瑜婷在6点30分接到通知，立即

起床穿上防护服到达 23 号楼守

楼。“我和室友都很吃惊楼下的‘大

白’发出了金导的声音，”班上学生

表示，“那是自然地洋溢着快乐气

息的声音。”

在封闭管理的日子里，她总

能以乐观、明朗的情绪感染大家，

随时应对班级突发情况。她还参

与维护管理“知心法师”提问箱；除

每日一张班级“晚安签”的问候外，

多次召开主题班会，与学生云见

面、云聊天，时刻关心学生需求。

为守护好校园师生生命健康

共同体，许多像金瑜婷一样的辅导

员积极投身封闭管理一线工作，她

也不忘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这些可

敬的“战友们”辛勤的身影。

金瑜婷依然睡前给同学们设

计和发送“晚安签”。“明月高悬夜

空，眼下是春天”，这是其中一张晚

安签上的寄语。

东区辅导员贾怡锐：
腾讯共享文档里的抗疫力量

“这两天睁眼闭眼就是分饭

和抗原检测，但很感谢志愿者的

付出和所有同学的配合”，这是贾

怡锐在《小语言大力量——18小

语种准封闭管理图鉴》腾讯文档

里的记录，也是她最近工作的常

态。

贾怡锐是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专职辅导员、2018级小语种班辅

导员，2018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和新闻学院辅导员袁超颖一起负

责东区人数最多的18号楼。

她每天7点15分起床，“12点

半之前不敢轻易入睡，要确认有没

有新的通知”。

在这段日子，共享文档成为

她记录抗疫生活的场所。这个文

档创建于学校发布准封闭管理通

知的当天下午。2018级小语种的

80余位本科生在此分享音乐、好

剧、电影和游戏，当然，学习资源分

享也没有落下。如今，这个文档已

经接近一万字。

令贾怡锐欣慰的是同学们在

疫情期间尤为互助，“这种精神非

常宝贵”。

江湾辅导员林青：
线下“楼长”，线上“导员”

3月31日清晨6点，住在江湾

校区的林青被一通电话叫醒。林

青是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2020级

计算机专硕2班的辅导员，但从这

一天起，喊她“林导”和“老师”的学

生又多了463名。

3月31日，林青和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的高丽梅老师一同被任

命为 2 号宿舍楼临时楼宇负责

人。接到通知后，她的第一反应

是“很懵”——2号楼是男生宿舍，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给志愿者打

电话都很紧张”，但接通电话的志

愿者纷纷响应，当她到楼下时，志

愿者们也都到了。

“在一个上海还没有醒来的

早晨，2号楼楼下集齐一群战士。

他们也许之前互不相识，但在这一

刻成为彼此最坚定的战友。”林青

在朋友圈写道。

4月2日，林青成为2号楼的

“楼长”。日程规律起来：“整个上

午都待在2号楼”。下午如有核酸

检测安排，就从14点起约花一小

时组织大家下楼排队，随后统计

检测情况。晚7点半左右收工。

“尤其要感谢志愿者、楼层长

和寝室长们，因为有他们的无私

奉献，2 号楼才能顺利运转。”她

说。

作为一名博士生，论文截稿

时间迫在眉睫，她每晚都要写论

文，凌晨一两点才能休息。尤其

是封闭管理后头两天，晚上还需

完成信息统计表格，十点半后才

开始写论文。

与此同时，林青还牵挂着专

硕班里的156名学生，他们全部分

散住在校外周边各个公寓化。她

四处搜集购货渠道、买菜攻略、小

区交流群等信息，在班级微信群

内与同学们分享。有同学因状态

不佳、效率低下而焦虑，林青耐心

安抚，陪同商量制定近期学习规

划。

在林青眼里，自己的学生们

“都很可爱，也懂得体谅”，有时询

问他们的困难，却能收获“你最近

也特别忙，要照顾好自己”的“双

向关怀”。在只能线上联系的当

下，她寄语同学们：“很遗憾不能

帮到大家太多，但是有困难还是

可以随时找导员哦。”

文/冯俊婷陈思甜熊若兰

他们与同学朝夕相处，共克时艰

无论大事小事，百变导员为你遮风挡雨

在自动餐车引进前，校团委

青年志愿者们用小推车送餐。

这是不一样的青年担当

前些天，上海迎来超 30°C

高温天。炎炎烈日下，闷在“大

白”服中的志愿者们在短时间内，

脱卸的手套中浸满汗水。

她是志愿者之一，是管理学

院 18 级本科生沈鸣阳。送餐途

中，偶然瞥见手套中蓄满的汗

水。她惊讶之余，“又突然很有干

劲！”

像她这样的高温下坚持工作

的志愿者，每天还有很多。1000

多名同学因此能在中午按时吃上

喷香可口的午饭。

密闭的防护服、全副武装的

N95口罩、医用隔离防护面罩在

保护她们的同时，也隔绝了汗液

的蒸发散热。全副武装后，“体

感温度立刻上升 15°C”。即使

防护服内，她们穿着短袖中裤，

依然避免不了大汗淋漓，工作完

“浑身就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

穿上“大白”后，“世界也都

安静下来了”，不仅说话需要更

大声，也必须使用大幅手势动作

沟通，消耗着更多能量，带走更

多水分。

为了让同学们更早吃上饭，

她们身着厚重的防护服，一路小

跑，引导护送小推车。双手并

用，一次能拎起10份饭。

即使这样，装卸1000份盒饭，

也要往返弯腰200余次。

虽然身体水分大量流失，但

为了更好的防护效果，她们不能、

也无暇喝上一口水。

“疫情形势严峻，我
们也想多出一份力”

“本部的女生比较多，饭总要

有人送。”

校园准封闭以来，管理学院

18 级本科生沈鸣阳已经参与送

餐、核酸采样点秩序引导等志愿

服务数十余次。

服务当天，等她完成配餐回

到所住楼栋，她还要将17份午饭

搬上楼，分发到各个寝室门口，才

能回寝室脱下浸湿的衣服，等洗

完澡后再吃上饭，已经是下午2点

钟。

照片中的几位送餐志愿者只

是校园封闭管理期间百千志愿者

们的一个缩影。

文/ 汪祯仪
图/ 肖淑方张子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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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瑜婷与学生一起记录校园封闭时光

本部80%以上住的都是女生，所以每次送餐志愿者名额几乎都被女孩“抢走了”。每天中午，
她们要互相配合，在1小时之内完成邯郸校区本部宿舍6栋楼的午餐配送工作。身穿厚重的防护
服，汗水浸透衣衫，姑娘们也不喊累，1小时送餐10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