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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微光》

杭州这轮疫情来势汹汹，拱墅区半山街道首当其冲。

59 岁的吴玉兴是余杭仁和人，在半山开了一家藏龙面馆。十年来，面馆不仅

成为街坊四邻的“食堂”，还是一座爱心驿站，天冷免费送腊八粥，天热摆出免费凉

茶摊⋯⋯藏龙面馆也是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杭州百家小时小店再调查》走访的

104家小店之一。

这几天吴玉兴的店关了门，但他没待在余杭仁和家里，而是带着千余斤米、面、

蔬菜等，回到半山，为环卫工人、保安等提供爱心餐。

昨天，小时新闻再一次连线吴玉兴，来听一听他的抗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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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一缕微光
谢谢你们看见

杭州钱塘区90后社工龚舒

在隔离中谱曲一首《微光》

为忙碌的同事们加油 拱墅区半山街道的面馆老板吴玉兴

带着千斤米面菜重返“战场”

我想做点能做的事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温度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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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漫漫长夜里，每一个问候和电话，只希望你的

绿码能出行通畅⋯⋯我们也有家，就这样期待明天，谢谢你

们看见，这是闪着微光的我们啊。”

昨天上午，杭州钱塘区白杨街道云涛联合社区的工作

群里，传来了一曲《微光》，一个细腻的男声，用娓娓道来的

方式，唱出了疫情下社工们的工作生活。

这个男声，正是这首歌的作曲者，来自云涛联合社区的

社工龚舒。现在他也正在隔离点里隔离。

龚舒是个90后，老家湖南，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后，就

在杭州、在钱塘区扎下了根。由于是音乐表演专业出身，他

还担任着社区的文化体育相关工作。

4 月 18 日，钱塘区确诊一无症状感染者，云涛联合社

区也被列入“三区”范围，核酸检测、分发物资、数据流调

⋯⋯云涛联合社区工作人员日夜都奋战在抗疫一线，龚舒

也不例外，“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

和晚上的流调信息处理，都是社区最忙的时候，“晚上12点

下班回家，已经算比较早的了。”

4 月 19 日下午，龚舒接到通知,也被转运至隔离点。

“仿佛一个骤停的陀螺，心里有点空落落。”龚舒带着遗憾

说，自己不能和同事们并肩作战。

不过，他在隔离点，还是会帮助同事进行一些流调信息

处理、防疫宣传以及疫情之外的社区工作等等，“没有上下

班的概念，精神也没有那么紧绷。”

想到连续作战身心俱疲却从不喊累的同事，龚舒想，是

不是可以写首歌，为同事们加油打气，他把这个想法发到工

作群，获得了所有同事的支持。

古人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龚舒的灵感也来得

很快，“走进隔离酒店的一刹那，就有这么一段旋律飘进了

脑子里。”

一个下午他就弄好了曲子，制作加上修改，前后弄了两

三天。作词的重任交给社区的同事。因为工作繁忙，她们

都是在工作休息的间隙，商议着每一句歌词。

前天晚上，龚舒收到了同事写好的词，“初读了一遍，这

就是我们基层社工最真实的工作体现。”

龚舒连夜录好音乐的 demo，昨天发给了同事们听，大

家都说，被暖到。

龚舒说，等隔离结束，他会进

行 MV 的拍摄，“我们不刻意选择

画面，只希望能把最真实的一面记

录一下。”

我叫吴玉兴，来半山已有 40 多年，

来时是小伙，现在已是老头子。

面对疫情，我都会选择当志愿者，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最近这几次疫情，让我攒下了不少

经验，也看到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辛苦。

核酸检测、流调、转运隔离、保供等，他

们维系着管控区域内所有人的生活。

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难免有些地

方他们顾不过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来

帮忙、来搭桥。这也是为什么当半山交

通管控后，我选择从余杭的家回到半山

店里的原因。

我老婆一直劝我不要回半山，我说

没事的，会做好防护的，半山肯定有需

要我帮助的人。

带着两个伙计回到半山

我想做些我们能做的事

我是 4 月 20 日下午 6 点回到半山，

开了一辆小货车，上面装着米、面、油、

蔬菜，还有不少速冻食品，如馒头、水

饺，装了满满一车，差不多上千斤。

还有两个伙计和我一起回来，我们

主要是给马路上以及公共卫生间的环

卫工人、停车场的保安、协警和肿瘤医

院的家属等人送饭。早中晚三餐都有，

早饭一般是面条、馒头、粉丝等轮着来，

中饭和晚饭基本上就是两素一荤。

菜品很丰富，荷包蛋、炒猪肝、肉

片、蒜苗、芹菜、包心菜⋯⋯这几天基本

上没怎么重样过。

每 天 凌 晨 4 点

钟，我们就起来

准备早饭。

第一天，我们把点位设在了店里，

让他们来取，然后打包带走。每个人我

们也会查看健康码、行程码以及核酸报

告，并做简单的登记，保证大家和自身

的安全。

遇到有腿脚不方便的，我们也会打

包好送过去。

来肿瘤医院看病的那对新昌夫妻

一直说着“谢谢”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对新昌来肿

瘤医院看病的夫妻，约四五十岁。老公

肝癌晚期，他们住在附近一个宾馆，因为

买不着菜，他们已经吃了好几天泡面。

看我们发饭，就来问能不能卖他们

一斤米，拿回去用电水壶煮着吃。我

说，不用买，尽管来吃，管饱。他们一直

说着“谢谢，谢谢”。

这些人都很善良，每次我递给他们

打包好的饭，他们都会一直说，“不用太

多，有得吃就行。”我就想，这怎么行，既

然我做这件事了，就要做好。

现在每天每顿饭，我们要准备 60

多份饭。做了几天，蔬菜有些紧张，我

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再送进来一批。

除了做饭送饭，我也会参加志愿服

务，比如在卡口值守等，基层工作人员

太辛苦了，我们能帮忙分担一点是一

点。

最近，我还学会送快递，帮急需帮

助的人采购一些物资。这些天，听得最

多的就是谢谢。其实不用客气，这是我

们杭州人应该有的温度。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大概有人会觉

得我沽名钓誉。那我就让他们说吧，我

反正就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大家安

稳了，小家才能安稳，杭州要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