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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周泽峰今年6月将从东南大
学成贤学院毕业，大一开始遇到新冠
肺炎疫情，三年一晃而过。在疫情中
读完大学的他，经历了学校封控、在家
上网课、超长假期。尽管这一届大学
生遭遇独特，但周泽峰说，自己仍收获
了成长。家中党员众多，他很自然地
在大一入校时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从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到2022
年 7月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去
年，他已是学长身份，学弟学妹们来校
报到时，他作为学校志愿者，一路指
引；假期回到家中，他和妈妈一起报名
成为社区志愿者，在疫情防控时独当
一面，发放抗原、引导有序排队，展现
了青春担当。

对于勤新社区的工作人员韦欣来
说，2022年有点苦。2020年7月一毕
业，她成了一名社区工作者。工作这

几年来，除了做好宣传、党建等本职工
作外，防疫工作也占了一大半。特别
是2022年，她经历过数十轮全员核
酸、无数次挨家挨户上门解决问题、打
了上百通核查电话……上个月18日，
韦欣不幸“阳”了，高烧3天伴随全身
酸痛，“退烧后头晕没力气，味觉和嗅
觉也没了，最近才恢复味觉”。但刚转
阴，她又投入了工作，“年轻人总要多
承担一些嘛”。过去一年，她的付出也
增进了与辖区居民的沟通联系，居民
的一句“辛苦了”就是对她最大的肯定
和鼓励。

这几天，正值电商“年货节”促销
活动，快递慢慢恢复了正常，电商店主
叶志浩正在位于锡山区云林附近的工
业园仓库里配货打包、联系快递寄
件。他说：“形势好的时候有十几个员
工，现在只留了客服、美工各一人，仓

库里的活只能自己干了。”前几天刚盘
点过，叶志浩无奈地说，去年亏损了几
十万元，还压了一仓库的货。回首从
事电商8年来的经历，叶志浩有过辉
煌，也体会过辛酸，但他仍然没有失去
信心。

今年77岁的陈晓红是位摄影爱
好者，过去的 2022 年，同样五味杂
陈。这一年有痛失亲人的悲伤，也有
外孙本科毕业后顺利拿到奖学金前往
异国读研的欣喜。为了让自己的生活
更充实，她认真参与各类团队活动，去
康复护理院慰问老人，帮他们拍摄集
体生日会的照片；参加“为爱行走”，奋
力走完10公里，在运动中为各类公益
项目加油……这一年，她进入老年大
学学习，因疫情需要线上上课，在外孙
的跨国支援下，圆满解决了技术问题，
加入老年网课一族。

告别我们的2022年

前路有光，我们努力追光而行

在仓库里忙碌的创业者叶志浩。 奋斗在社区岗位上的韦欣。

从年初至岁末，2022年给每
个人都留下了不同的岁月印记。
年轻的学子在校园里度过自己最
后的大学生涯，社区工作者尽己
所能护百姓周全，创业者不言放
弃，老年人没想到自己也成了网
课一族。生活总是这样猝不及
防，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美好的
向往——活着，就要向前看。

昨天，本报记者走访了四位
不同年龄的市民，聆听他们过去
一年的酸甜苦辣，与他们一起期
待更好的新一年。

沉重抑或轻松，有了苦才能
感觉甘甜。不管前路如何，努力
必不可少。

对于2023年，周泽峰希望自
己能完美毕业，高质量地完成毕
业设计。受疫情影响，加上所读
的学校在南京，各类校招多以南
京当地的企业为主，但他更想回
到无锡。“我学的专业还比较容易
找到工作。”小周表示，新的一年，
他希望最爱自己的外公身体健
康，全家人能够开开心心。

对于韦欣来说，2022年最大
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陪伴家人。
她前一次回宿迁老家还是一年多
前，没想到再次团聚是在葬礼
上。今年元旦刚过，69岁的大伯
去世了，全家人都很悲痛。“大伯
是个很勤劳的人，家人们都感觉
非常遗憾，没有能多陪陪他。”为
了弥补遗憾，她现在会时不时给
老家的亲人寄些无锡特产和零
食。“希望他们可以感受到我的思
念和心意。今年能回家过年了，
生活慢慢会好起来”。2023年，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和家人一起去
旅行，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把自己
的工作做得更好。

虽然过去的一年很艰难，但
叶志浩没有灰心。风险无处不
在，这就是人生。2023年，他打
算先把库存清一点再图发展。

“方向还不明确，或许还会做电
商，但可能会换个类目，倾向于
不受季节因素影响的产品。”还
有，他要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
——今年把婚礼办了。“很感谢
这一年来家人、未婚妻在工作和
生活中给我的体谅和支持，给了
我很多动力。希望今年一切会
好起来！”

陈晓红表示，作为曾在肺结
核防治医院工作过的医务人员，
她始终认真做好防护。小到扔
垃圾，大到参与几百人大会，出
门换衣服戴口罩，回家洗手洗脸
换衣服，从不怕麻烦，至今仍在

“安全”状态。女儿过生日，她发
了红包，全家也没有相聚。“想出
去走走，可以到处去拍照片。”陈
晓红说，新的一年，期望疫情早
日结束，让人们自由自在，健康
快乐每一天。

（潘凡 黄孝萍/文、摄 部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参与公益活动的陈晓红（图右）。和母亲一起做志愿者的00后周泽峰。

2022年滋味多，百态齐集方为人生

去年学校封控期间，周泽峰最难
忘的一幕是学校操场上的点点灯光。
那是初夏时刻，尽管宿舍有空调，但很
多同学晚上都喜欢去操场上乘乘凉，
有人摆摊、有人唱歌、有人玩桌游，各
自用手机、便携灯打个光，让人觉得特
别感动。“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
地。”周泽峰说，大家都宅在校园里，彼
此在一起的时间很长，感情也很深。
操场上的灯光，是他们业余的欢乐，无
论何时何地都要发着光，让自己开心
起来、笑对人生。

让韦欣记忆深刻的是去年3月底
的那波疫情，滨湖区属于管控区，群里

一个通知，晚上8点多所有工作人员
就全部到位了。韦欣负责全员核酸的
物资保障，留守社区大厅的她接了整
整一夜加一个上午的电话，那也是她
第一次通宵工作。疲累诱发了荨麻
疹，但她依然坚持了下来。

“双11销售额只有26万元，比上
一年缩水了六成以上。”这让叶志浩印
象颇深。那时，快递网点停了六成，他
一家家快递试过来，几乎都发不了
货。“顺丰都不行，我还去了邮局，还是
不行。中转站进不去、没人派件、丢件
等等各种意外不断，退单就退了差不
多价值10万元的货，我真的差点崩溃

了！”叶志浩说。不过，随着防控措施
的调整，他又看到了希望。

对于陈晓红来说，夏天在一家护
理院内拍到为一位86岁的长者过生
日的场景，是她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照片里，开心吃着长寿面的长者、身旁
喜笑颜开的子女，场面温馨极了。这
张照片在市老年大学的摄影沙龙线上
年会得到老师们的认可，获评优秀奖，
让她格外有成就感。她有数百张照片
被各类媒体录用，可以算得上是资深
拍客，疫情期间，她还发现网课可以下
载到电脑上，能够时不时复习，这为她
打开了新世界。

最难忘的那一瞬间，坚持就能看到光

努力向前，
才有属于每个人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