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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晓

先用碘伏擦拭消毒，再用酒精脱碘，

最后用无菌敷贴或绷带将创口包扎起来，

这个暑假，这样的清创动作被曹垣兴和他

的队员们重复了很多次。他们一边清创，

一边询问老人疼不疼，回答往往是“一点

都不疼”，但是曹垣兴能从他们脸上看到

疼痛难忍的表情。

老人是生活在浙江省丽水市的侵华日

军细菌战受害者。这个暑假，丽水学院医

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曹垣兴和丽水学院

其他 8名同学组成暑期实践队伍，为这些

老人清创，并提供其他无偿的医疗服务。

他们把这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命名为“铭

记历史，恤治疮痍”。

从 30多名报名学生中筛
选出了9名

“要不是因为校门口的‘卖书老人’，

我对细菌战的历史和受害者其实了解得并

不深”，今年 20岁的曹垣兴来自河南，对

丽水的这段历史并不了解。

去年冬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推着

满满一小车 《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出

现在丽水学院门口。“您想了解丽水往事

吗？”借着昏黄的路灯，小车上方纸牌上

的这句话吸引了曹垣兴的注意。他走上去

和老人攀谈了 20 分钟后才知道，丽水还

生活着不少因为 80 多年前那场战争而饱

受“烂脚病”折磨的受害者。

这位卖书老人名叫庄启俭，是细菌战

受害者家属，也是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

受害者史料研究会会长。

1940 年到 1944 年间，侵华日军公然

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广大地区发动细菌

战。资料显示，丽水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

重灾区之一。

80 多年过去，战争的影响仍未消

失，日军在丽水发动细菌战时使用最多的

是炭疽杆菌。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下，该

细菌活性可以保持 40 年以上。一般情况

下，炭疽杆菌会经过细微的伤口进入人

体，使人患上皮肤性炭疽伤口，溃烂、发

臭是其典型症状，严重的甚至要截肢。

庄启俭出售的 《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

水》 共计 41 万字，是以他为代表的一群

丽水当地普通人，走遍市井乡野，对那段

抗战痛史中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持续调查

20多年的成果。

这偶然的一次聊天，在曹垣兴心中埋

下了种子。“我一定要为这些受害者老人

做些什么。”

他没有想到，很快就有机会把这个想

法付诸实践。今年早些时候，丽水学院医

学院教师王久鹏就开始招募 2023 年暑期

社会实践团队。

事实上，去年王久鹏就招募了一支

由医学院 10 名学生、两名教师组成的团

队，定期上门为当地细菌战受害老人清

创消毒。“希望学生们可以利用医学专

业技能，为这些受害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

帮助。”

得知社会实践的内容后，积极报名的

响应者不少。曹垣兴第一时间报名，并联

系身边有热血、有责任、有担当的同学也

加入进来。“今年的报名人数比去年多，

我们最终从 30 多名同学们筛选出了 9
名。”王久鹏说。就这样，一支名为“铭

记历史，恤治疮痍”的 9人团队接过了学

长学姐们手中的“接力棒”。

“他自己喝井水，却给我们
准备了矿泉水”

2022 年暑期实践伊始，团队成员凭

借书籍文献及互联网工具查询到丽水在世

细菌战受害老人现状，并在社区有关部门

的帮助下与老人们取得联系，根据各位老

人的住址制定访问路径。

今年，庄启俭为团队提供了很多帮

助，其中包括历史资料以及很多受害老

人的地址。“老人们住得比较分散，庄

会长帮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曹垣兴

介绍。

在了解完老人们的相关情况和病情

后，王久鹏安排了几名教师对团队成员进

行清创包扎和无菌操作等技术培训。

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是那些住在农村

的爷爷奶奶。曹垣兴说，“这些老人居所

交通不便，无法经常下山就医，再加上家

境贫寒，需要带着伤口下地劳作以维持生

活，导致伤口频繁感染溃烂，难以痊愈。”

除此之外，他们自身或家人不能正确

帮助换药以及清创不到位，也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曹垣兴记得一位住在白竹村的老

人，此前一直坚持每天使用食盐泡水，为

自己清理伤口。“老人们十分需要专业医

疗人员的支持和帮助。”

第一次掀开老人的裤脚清创时，腐烂

的伤口和恶臭的味道让曹垣兴深深震惊。

“有时候刚来到门口，我们就能闻到伤口

溃烂导致的臭味。”完成清创消毒后，团

队成员们会坐下来陪老人聊聊天。

一位 78 岁的老人令曹垣兴印象深

刻。这位老人的老伴患有心脏病，当大家

走进他家跟他交流时，他的老伴“看到有

人来家里又激动又高兴，导致她说话时都

有些气喘吁吁”。曹垣兴能感受得到，这

些老人是很需要陪伴和关心的。

和蔼可亲、面容慈祥、眼神清亮，这

是曹垣兴对这些老人的印象。尽管家中简

朴，但是“他们会端出新鲜的西瓜、桃子

来招待我们，这些水果可能是他们平时自

己都舍不得吃的”。

曹垣兴记得有一次，志愿者们来到一

位老人家里，狭窄的房间内只摆得下一张

床和一个电视，9名同学甚至不能一起进

入房间。但是“这位老人自己喝井水，却

专门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就是这样一

群淳朴、善良的老人，让队员们觉得自己

的付出是值得且有意义的。

一次的消毒并不能解决问题，曹垣兴

表示，溃烂的伤口需要长期坚持消毒，队

员们会教给老人专业的消毒方法，并为他

们留下酒精、碘伏、棉签等消毒用品。

“在世受害人已不足 10
人，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今年，当队员们按照之前的地址，回

访几位去年师兄带队探望过的老人时，却

发现他们有的已经搬家，有的已经去世。

几次“无功而返”的经历，让曹垣兴和队

员们意识到，不仅要用医学技术帮助这些

受害者老人，并且要让更多人了解、记住

老人伤口背后那场战争。“我们要和时间

赛跑。”

因此，这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除了帮

助老人们清创外，又有了一份新的工作

内容，他们开始向人们普及细菌战的历

史。曹垣兴和队员们坚持走访，并将他

们的所见所闻用文字、照片等形式记录

下来，将受害老人的故事与侵华日军细

菌战的相关史料，通过展板、讲述等各

种形式，在学校、社区、公园义诊现场向

人们介绍。

他们还在网络平台建立起“恤治疮

痍——丽水实践团队”的账号，通过图

片、文字、视频等形式，“向网友讲述细

菌战的历史”。

在账号最新发布的视频中，团队成

员在缙云中学进行宣讲，邀请他们填写

问卷；向灯塔小区的老人发放宣讲小

册，为他们讲解这段历史，老人们都听

得很认真。

曹垣兴记得，一位 80 多岁的老爷爷

站在展板面前十分愤慨。“他是抗美援朝

的老兵，跟我们讲了很多丽水的历史故

事，表扬我们 00 后是有担当的一代人，

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

据曹垣兴介绍，据丽水市侵华日军细

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在 2021 年 12月份

的走访与统计数据显示，当地细菌战受害

老人从 2016 年的 150 余名锐减至 30 余

名。去年年底，该研究会在向受害老人发

放慰问品时统计，仅不到 30 名受害老人

存活于世，而现在，已经不足 10人。“再

不做就来不及了。”

“恤治疮痍——丽水实践团队”账号

发布的视频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得知

队员们都是自费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义

务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后，有人在账号后

台私信曹垣兴，表示想为他们提供资助，

曹垣兴都一一谢绝了。“学校很支持我们

的活动，校团委和院团委后续会为我们报

销经费。”但是看到热心网友的留言，队

员们还是很感动。

在视频下方，有些年轻网友给他们留

言“我现在才知道，丽水还生活着这些在

细菌战中受害的老人。”“因为你们的视

频 ， 我 第 一 次 了 解 了 细 菌 战 的 历

史。”……看到这么多的留言，曹垣兴

说，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曹垣兴和队员们已经做好了开学之后

的活动计划。尽管医学专业学生的课程排

得很满，但他们还是想尽可能抽出时间上

门为老人清创。“开学后，我们准备每个

月探访一到两个老人。”曹垣兴说。

事实上，帮助细菌战受害老人的不止

丽水学院这群 00 后，丽水市中心医院也

有一支由专业医护人员组成的“白翼”志

愿者服务队，从 9年前开始，他们便坚持

上门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老人清创。

曹垣兴说，同济医院的一名主任医生在看

到他们发布的视频后，于 8月 9日专程来

到丽水探望这些老人，并组织了部分老人

到上海接受免费治疗。

“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暑期，这群00后直面历史创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8月 11日上午 9点半，上海市闵行区

就业促进中心瑞丽分中心零工市场的招聘

会刚开始，便吸引了不少应聘者前来。这

天的招聘会共有 10家企业参加，提供 185
个岗位，包括工厂装配操作工、检视员、

物业保安、保洁、保姆、月嫂、宠物护理

美容的“净宠师”等，现场直接达成就业

意向 39人。

今年 6月，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瑞丽

分中心开出了上海首家“零工市场”，每

月都会举办一场招聘会。

2022年 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零工市场

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提出

了强化零工市场信息服务、强化零工快

速对接服务、完善服务场地设施支撑等

10条意见。

上海市于今年 7月发布的优化调整稳

就业政策 18 条措施也提出，加强零工市

场建设，支持在上海公共招聘新平台、各

区线上就业平台开设零工信息 （灵活就

业） 专区，归集更多低门槛、灵活性高的

就业岗位。

提及“零工”，人们或许第一时间想

到建筑工、家政、保洁，但事实上“零

工”岗位远不止这些。今年 4月，上海市

人社局局长杨佳瑛在做客“2023 民生访

谈”节目时曾指出，上海当前大约有 300
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类型多、需求

大。日前，上海市人社局在给市人大代表

的建议回复中指出，近年来，市人社局每

年定期会同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定期

组织开展灵活就业发展状况专题调研，调

研对象是全市范围内为获取劳动报酬或经

营收入而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但未与任何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适龄人口，涉

及包括网约送餐、快递物流、家政保洁、

建筑装潢、网络电商等 14 个新业态。这

些新业态就业人员中，很大一部分都有对

零工岗位的就业需要。

年轻人为什么选择零工

记者观察到，8月 11日这场招聘会提

供的岗位大多不设学历要求，对专业技术

要求较低，大部分岗位经过简单培训即可

上岗。前来咨询的应聘者以中青年为主，

包括个别 95后大学毕业生。

正处于职业过渡期的邹雯告诉记

者， 4 年前她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物流

管理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公司任文职类

岗位，这几个月正以文职类岗位为目

标，寻找新工作。“是否一定能找到文职

类岗位，我心里也没底。现在处在‘广

撒网’的状态，有什么工作机会都会尝试

一下。今天看到有美妆店店长的岗位，也

打算了解一下。”

除了在职业过渡期寻找零工机会，也

有年轻人选择了“在家打零工”的灵活就

业方式。今年 35 岁的涂丽丽正在一家商

品分发平台从事带货工作，对她而言，这

份工作比在公司上班更合适。

涂丽丽曾是一名服装设计师，经营过

民宿，后来在一家公司上班。在工作

中，她接触到商品分发平台，开始从事

兼职，在自己的私域帮助平台品牌推

广、销售产品。

受到疫情影响，她在 3 年前遭遇裁

员。刚开始，涂丽丽去过几家公司面

试，但遇到了“入职两年内不能怀孕”

等附加要求。考虑到自己的生育年龄不

能耽误，她决定一边在家备孕、带娃，

一边做一些灵活的工作。“这份工作没有

囤货、压资金的要求，只要在社交网络分

享商品，有人下单，就可以获得佣金，相

对比较轻松。”

涂丽丽向记者分析利弊：“唯一的缺

点就是不够稳定，需要自己缴纳社保，但

我现在这份工作的收入比过去上班时多，

同时又能照顾孩子。”她认为，新手妈妈

总是很难兼顾家庭和事业：“全职主妇很

辛苦，但这种付出通常别人看不见。我身

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女性为了照顾孩子暂

时放弃事业，家人却觉得她待在家里很轻

松，一旦发生争吵，人家开口就是‘有本

事你去赚钱养家’。这时候如果有一份收

入，在家腰杆也会硬一点。”

不过，对于“打零工”，涂丽丽也有

更多期待：“自己缴纳社保，算起来退休

时间会比上班晚，退休工资等保障也会少

一些。现在从事灵活就业的人越来越多，

希望可以多一些保障。”

零工市场“火热”背后

业内人士分析，零工市场火热，原因

是多方面的。

上海闵浦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李伟观

察到，首先，随着当地产业结构变化，电

商行业、科技行业、服务业等产生的岗位

趋向细分，产生了新的用人需求；其次，

受到疫情和经济因素影响，企业订单碎片

化增多，出于用人成本考虑，在完成季节

性、项目化任务时，企业趋向于选择短期

用工、灵活用工。

李伟举例说，颛桥有一家照相馆总

店，在短期内订单大量增加时，需要临时

雇佣摄影师、后期剪辑、保洁等人员；莘

庄工业区的一些工厂、仓库，在促销旺季

忙不过来时，需要招聘分拣员、报单员

等；科技行业的企业在程序开发阶段，有

时也会选择临时用工；随着近年来短视频

行业发展，市场对视频主播、摄像师等人

员的需求增加；在旅游旺季、进博会等时

间节点，市场对导游、保洁的用工需求也

会迅速增加。

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陈铁民认

为，部分年轻人尤其是 00 后的择业观变

化，也是零工市场火热的原因之一。“现

在的年轻人深度接触网络，更有个性、更

向往自由，对就业的想法与过去不同。部

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不着急找工

作，不愿意‘先就业再择业’，期望比较

高，属于‘慢热型’就业。”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 2021
年，全国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约为 8400 万人，而灵活就业人员已

超过两亿人。

陈铁民注意到，就闵行区的情况而

言，近几年尤其是今年，选择灵活就业的

人数增长加快，占求职人员总数的比例提

高。“在就业市场上，无论是个人端还是

企业端，对灵活就业或用工的需求都比较

旺盛。2022 年我们推出‘易就业’信息

服务平台的时候，就专门设置了发布灵活

用工岗位的板块。”

零工市场建设如何加强
就业服务

今年 7月，上海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发布 《关于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

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若干措施〉 的通

知》，提出了 18 条具体措施。文件指出，

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支持在上海公共招聘

新平台、各区线上就业平台开设零工信息

（灵活就业） 专区，归集更多低门槛、灵

活性高的就业岗位；鼓励零工岗位供需较

旺盛的地区推动公益性零工市场建设，完

善零工求职招聘服务；鼓励人力资源机

构、社会资本和优质服务资源参与零工市

场建设和运营管理。

在上海，由黄浦区联合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打造的上海首个零工就业云平台于今

年 6月上线。平台汇聚了 36家放心企业，包

括互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提供全职、

实习、兼职等各类岗位超过 1万个，让零工

就业者享受到“一站式”的服务体验。

而闵行区零工市场，今后还将引入社

会保障、劳动维权、工伤认定、人才服务

等政务资源，并依托上海公共招聘网和闵

行“易就业”平台进行线上线下同步招聘。

在 8月 11日当天的零工市场上，多名

招聘人员告诉记者，企业与闵行区就业促

进中心长期合作，由此拓宽了招聘渠道，

在线上、线下招聘会上都有所收获。由政

府组织的招聘会也让求职者更放心。“以

前找工作时，遇到过 HR说的和实际情况

不一样的情况。政府组织的招聘会肯定更

保险一点。”一名求职者说。

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政府还能起到怎

样的作用？

陈铁民说：“我的观点是，政府行为

相对滞后于市场行为，零工市场也一样，

先发展起来以后，政府再作引导和规范。

零工市场的供应主体是人力资源公司，但

市场上也存在一些鱼龙混杂的现象，比如

不规范的中介。政府的作用是‘牵线搭

桥’，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把原来相对零

散的状态规整到统一的框架体系中去，在

这个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边做边总

结经验。”

记者在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看到，零

工市场明文设置了服务管理制度，其中第

一条就是“实行无偿介绍劳务服务制度，

免费向社会提供零工求职招聘信息登记和

岗位发布等各项公共就业服务”，此外，

对于用工主体资质、劳务协议拟定、咨询

维权渠道等都有具体规定。

陈铁民介绍，闵行区就业促进服务中

心计划开设更多零工市场站点，并进一步

做 好 “15 分 钟 就 业 服 务 圈 ”， 赋 能 村

（居） 委会。“目前的构想是，未来要将服

务站点铺到基层，这需要依托村 （居） 委

会从下至上做人力资源排摸，掌握辖区内

未就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就业需求，包括

长期工作和零工需求；同时继续开发建设

‘易就业’平台，将岗位资源通过信息化

方式分享给村 （居） 委会，帮助老百姓就

近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邹雯、涂丽丽为化名）

低门槛、灵活性高 上海首家“零工市场”来了
今后还将引入社会保障、劳动维权等政务资源，进行线上线下同步招聘

8月 11日上午，上海市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瑞丽分中心零工市场举行招聘会。 曹茜文/摄

团队成员们在公园进行侵华日军细菌战宣讲活动。 受访者供图

完成清创消毒后，团队成员们正在陪王书明老人聊天。 受访者供图 队员王丽超正在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老人清创。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