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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如战场  兵贵神速
大年初二，顾不上拜年说吉祥话，湖北校友

会王明陶秘书长跟杨道虹常务副秘书长、校友会

理事余季生商量，该做些什么。“清华人在国家

危难之时向来冲在第一线，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

成立一个募捐工作小组，把校友的力量凝聚起来，

为这次疫情做点事情。”仨人一拍即合，组建了

一个工作群，又联系了其他几位校友成立了募捐

战斗在疫情漩涡的
湖北清华校友会

 本刊记者				李彦

志愿服务团，在校友会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为

了了解防疫志愿服务团行动的具体情况，记者采

访了行动领导小组成员余季生。

“募捐公告当天下午就拟好并于晚上发了出

来。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只要有人提出就马

上响应。这件事能做成，我想归因于清华带给我

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此时此刻疫情肆虐，清华

人如果不站出来，就有愧于学校对我们的培养、

信任和支持。”余季生告诉记者。

防疫志愿服务团由王明陶任团长，杨道虹任

副团长，很快团队人数就从最初的七八人发展到

现在的近 80 人。随着所做事情越来越多，志愿

团的发展也越来越正规和深入，尤其是邱勇校长

在全校师生“共上一堂课”上的提及和重视，对

大家既是鼓舞也是鞭策，“我们在非常自豪的同

时也深感做得还不够，所以当天就扩编，将志愿

1 月 23 日，农历腊月廿九，武汉因为疫情

严重而封城，这个春节，本该热闹喜庆的城市被

按下了暂停键，昔日车水马龙的大街变得空空荡

荡。然而与外界的骤然安静相比，面对迅猛发展

的疫情，面对湖北各医院前线和社会基层各项防

疫物资不断告急的紧急求助，留在武汉的清华人

忧心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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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改为志愿工作团，并成立 11 个专项工作小

组。”这 11 个小组包括综合、财务、宣传、校友

关怀、物流协调、物资调度、国际联络、国内联络、

技术咨询、法律咨询、审计督导。这些小组充分

发挥专业特长、彼此协作，既让志愿团的所有行

为能合法合规，又是在制度约束之下进行。

从初二中午开始，志愿团每天中午一点准时

开工作例会，所有人都参加，无一例外，汇报每

个小组的工作计划、进展、困难。让人特别动容

的是，七十多岁的王明陶秘书长，除了第一时间

倡议组织成立志愿团之外，每天都坚持参加工作

例会并亲自部署工作，甚至晚上十一二点还在为

各个项目进展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也正是王秘

书长第一时间向多地清华校友会知会了湖北的情

况，获得了兄弟校友会的大力支持。

募捐志愿团成立以来，除了面向全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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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捐款和捐赠物资之外，也为相关爱心人士

捐赠提供渠道和运输帮助。志愿服务团分别开

通了个人和对公捐款渠道，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12 :00，共接收捐款 1, 156 , 198 . 41 元，其中个

人捐款入个人捐款专用账户，共 346 笔，总额

422 ,386.41 元；企业或大额捐款入对公账户，共

7 笔，总额 733 ,812 . 00 元。 

除了这些资金，在全球医疗物资极度紧缺、

武汉封城物流和运输极度不方便的情况之下，志

愿团成员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数量庞大的物

资捐赠问题，这些物资运送每一项的完成都离不

开志愿团集体日日夜夜的殚精竭虑精诚合作。

比如山西捐赠的物资，从最初接到热心人士

电话到最终分配到医院手上，费了很大周折。知

晓山西省地方企业和政府要为湖北捐赠一批医用

物资和食品时，刘光祥、张伟等首先和山西方面

取得联系，得知拟捐物资包括苹果 5000 斤、梨

1000 斤、消毒洗手液 100 箱、安睡裤 500 箱、代

餐速食奶昔 100 箱。关于这些物资能否接收、如

何运输，校友们进行了多方联系。最初联系了湖

北省慈善总会，对方表示优先接受医用物资，食

品接收和调配比较困难。校友们没有气馁，联系

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听对方表示急需后，立刻向

省抗疫交通保障中心寻求运输途径。中心答复，

运输医疗物资的卡车可进入武汉，但事先需要接

收单位的证明。几经周转，捐赠物资的证明终于

开出，解决了物资运输证的问题，物流方却又成

了难题。校友们又多方联系各大物流公司，都表

黄琦盛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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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当前不承接到湖北的运输业务。

此时，只能更加广泛地向校友们求助，先后

建了多个微信群，向军、丁杨、吴晶晶等校友积

极参与，各自献策。后来通过《现代物流报》高

博渐主任，联系到山西快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没想到对方热情应允。公司董事长王向前表示：

“武汉有难，正好我们也希望向抗疫救灾贡献一

份力量！”随后报社和物流公司又询问当地政策，

获得了山西省交通运输厅于 2020 年颁发的第一

张抗疫应急物资车辆通行证。2020 年 2 月 1 日上

午 9:00，运输车辆抵达金银潭医院，至此，千里

传递爱心的大工程在三四十人的通力合作之下终

于大功告成！

这样的大项目，其实志愿团成员每天都要

处理多个，虽然人数越来越多，但大家每个人都

是越来越忙。作为三个发起人之一，余季生还承

担了两个组的组长，随着事情增多，他说他必须

请辞否则会耽误捐赠工作进展，因为作为东湖高

新开发区管委会发促局副局长的他，现在任务调

整后要负责整个高新区的募捐工作，两个园区企

业开工复工的情况调研以及疫情大数据的平台搭

建。是的，像他一样，志愿团里的绝大多数成员

本职工作都非常繁重，他们都是在拼命挤压自己

的休息时间来完成募捐组织工作。比如杨道虹副

秘书长，作为公司领导，他白天要去公司，一天

经常要开 10~11 个电话会议，繁忙程度可以想象。

清华优势 担当之外的专业与高效 
疫情肆虐的这些天，全中国上下齐心，早已

不再区分地域、行业，打赢这场全世界瞩目的战

役，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目标。身在湖北的清华人，

更是用自己的无私无畏、专业力量与高效解决问

题的方式，与病毒展开生死时速的较量。

志愿团当中一大半成员都是外地人，募捐公

告发出之时，好多人已经离开武汉，他们完全可

以留在家里陪家人看看电视聊聊天，过几天无需

奔波劳累也不用担惊受怕的日子，但绝大多数都

主动返回，接到组织电话的所有人都一口答应，

没有任何人说有困难要考虑一下。

此外，志愿团里很多校友来自政府机关，来

自基层一线。省里要求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者初

八以后都要挨家挨户做入户调查，做好统计、心

理安抚和科普等细致专业的工作。但正如大家知

道的，新冠病毒的传染性非常隐蔽，大家无法知

道面对的人是健康的还是在潜伏期的受感染者，

所以都很害怕跟别人接触。此情此景之下，这些

在社区一线工作的清华人每人一个普通医用口

罩，一戴就是一天。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

工作。他们，也都有家庭，又何尝不想跟家人团聚，

但为了把社区工作做好，都长时间无法回家。

要说内心一点不害怕那是假的，毕竟新冠病

毒是如此凶残与狡猾。初二初三那两天，余季生

体温到了 37.3，“当时其实非常纠结，如果继续

工作担心万一自己是传染源，不工作又怕其他人

忙不过来。后来去拍了 CT、查了血显示没有问题，

也请示了领导得到支持，就又戴了两层口罩继续

工作。”

除了无私无畏的担当与奉献，清华人的优

势更体现在自己的做事专业和团队之间的高效协

作。

“怎么发挥优势把好事做好，是我们一直的

宗旨。我们就是做平台，知道哪里有困难，第一

时间去响应，再去匹配各方面的资源。”

为了把募集到的资金和资源分配好，志愿团

第一时间确定分配原则、审批流程，并建立审计

和法律两个组，来保证事前合规、事中跟踪、事

后审计。

“比如收到的四川 20 万斤蔬菜，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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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优先医院、重大国家战略企业、重点灾区

的政府，由政府再往所属社区发放。这是我们

的原则，这些分配对象和我们参与其中的校友

没有任何关系。整个分配方案都要事先向校友

会和四川崇州的农民通报，从项目经理、小组

组长再到副秘书长、常务秘书长逐层签字（电子）

与公示。”

除了制度设计保证物资分配合理之外，余

季生说其实最不好做的是收到的善款如何妥善处

理。“资金去向无非是两种，一是向政府和红十

字会捐赠，前期我们已经捐过一批。二是自己去

采购物资，但物资首先不能买到假的，其次买贵

了也不好，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技术采购组，

成员均是生物系化学系的专业人才，比如组长毕

超就是生物系的，要经过他们技术核定和价格落

实之后才去采购。”

除了发挥技术优势，各个小组之间高效协作

也非常重要，为此志愿团专门成立防疫物资资源

对接群。“有些人有需求，有些人有物资，有些

人有物流渠道，有些人有清关能力，有些人有钱，

把大家放在一起，群策群力，促成了好多单物资

捐赠。” 

工作开展到今天，大家一起齐心协力解决了

很多问题，比如还有个校友从俄罗斯运回来一批

口罩，最初在机场就被扣押，后来想了很多办法，

先直航飞青岛，再运到武汉。个中周折，不是一

两句能表述。

此外还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校友关怀小组，因

为这个小组的设立，也是清华人做事专业性与远

瞻性的体现。关怀小组了解重点疫区的校友需求，

为其提供物资支持；对来武汉支援的校友比如长

庚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医疗和生活物资；再就是

在疫情肆虐背景之下，给重点疫区校友做心理疏

导。正如加缪在小说《鼠疫》 中所说，只要有一

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至于吞噬人心。心理建设

的力量不容小觑。

万众一心 我们终将胜利
当被问到目前有什么困难时，余季生没有丝

毫犹豫地回答，“其实我们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充满困难，但没有任何困难是清华人克服不了

的。不止是清华人，疫情面前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都紧紧凝聚在一起，只要信息传递出去，大家就

会一起想办法，比如山西的那批物资更是得到了

当地政府和沿途政府的护送，才能顺利到达武汉。

所以我们在前线做得再辛苦也觉得值，我们在帮

别人，也是在帮自己。我们要努力把病毒扼杀在

武汉，困在武汉困在湖北，为全中国人们营造一

山西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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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对而言轻松一点的氛围。”

如全国人民一样，志愿团的所有清华人也

都坚信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终将会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为武汉重新按下播放键。届时

大街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一切恢复正常，人们摘

下口罩，露出安心而畅快的微笑。“等疫情结束，

你们一定到武汉来，我带你们去登黄鹤楼，去逛

东湖，去游长江，去赏武大樱花烂漫。” 

刘光祥等校友联系到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枣岭乡捐赠的 100 箱消毒洗手液、500 箱安睡裤等医用

物资及 5000 斤苹果、1000 斤梨、100 箱奶昔等食品。于 2 月 1 日上午送至武汉金银潭医院，缓解了

医院物资急缺的状况。

志愿团接收四川崇州爱心人士樊建军先生捐赠的 20 万斤蔬菜并分发完毕。

曾超校友联系华米科技为松滋人民医院捐赠 1500 套防护服。

王毅斌校友所在的香港置地集团购置约 10 万只口罩。

彭忠帅校友联系俄联会捐资采购 110 箱共计 27500 只 FFP2NRD 型号口罩，可供医疗人员使用，正

在解决国际运输路径。

毕超校友联系武汉中帜生物向浠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捐赠 1000 人份病毒采样试剂盒（14 盒细

胞保存液、10 盒一次性采样拭子）。

……

链接：募捐志愿服务团接收与分配物资不完全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