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

新华每日电讯·15版
世 相

一个中国留学生每天更新疫情数据图，获英国卫生部点赞

英国网友开玩笑喊他“当首相”

▲这是吴芃在英国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近日，26 岁的英国

利兹大学中国留学生吴

芃，因每天坚持在国外社

交媒体上更新英国新冠

疫情数据变化图表，受到

英国有关部门和众多民

众的关注和称赞，也上了

国内的微博热搜。但在吴

芃看来，他只是做了“特

别小”的事。以下是吴芃

的口述———

本报记者王京雪

我是在 3 月 5 日，英国卫生部官方推特
发布信息说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
115 例时，开始做相关图表的。当时，官方发
布的内容只有简单的文字和数字，大家很难
了解疫情的变化趋势，评论区也有很多人询
问之前什么情况。

于是，我就想做张图，让人们能一目了然
地看到疫情的发展趋势。当天，我从 1 月 31
日英国出现最早 2 例确诊病例时做起，在英
国卫生部推特下留言发布了第一张英国确诊
新冠病例的趋势图表。

第一天没几个人注意，第二天起，陆续有
越来越多的网友关注这个图表。

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可以帮大家更好
地理解疫情发展情况，所以决定每天都根据

官方数据更新图表，直到疫情好转。
最初，我的图表只有一条确诊人数的增

长曲线。后来，很多网友提建议增加其他他们
关心的信息。3 月 16 日起，我每天会发布两
张图表：一张呈现确诊人数、接受检测人数和
两者之间的比例；一张呈现因新冠肺炎死亡
的人数和确诊人数。

我给英国卫生部官方推特设置了提醒，

每天他们一发信息，电脑就会提醒我。我把
当天数字输入之前建好的模型，然后更新图
表就行了，整个过程大概只要 5 分钟。我本
科专业是社会工作，学过社会统计学、社会
统计软件、定性研究方法等课程，有这个
基础。

中间唯一有点麻烦的，是 3 月 7 日我参
加学校的一日游活动，也必须背上电脑，到发
布图表的时间，就得赶快找家有网的咖啡厅

坐着。
其实，英国官方后来也做了发布图表的

网站，但他们的更新速度比较慢。
英国网友们很热情，每天会在官方推特

下面“催更”——“ Peng ，快点来更新吧”
“Peng 马上就来了”……每天都有网友发来
一些鼓励、支持的话，也有网友会提问题，比
如图里这条线代表什么，开始我都自己回答，
后来热心网友会帮我回答。

刚开始发布图表时，英国的防疫措施还
比较保守和宽松，走在街上，完全感受不到疫
情的发生。当时，我根据意大利的情况和一位
英国学者的研究预测说，之后每两三天，英国
的确诊人数就会翻一番，后来的情况确实
如此。

3 月 9 日，我发推特说：“英国政府需要
通过立法制定一些强制性措施，毫无疑问，隔

离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我是学法律的，按
照英国的规定，后面如果需要采取更严厉的
措施，先要通过一套完整的立法程序，这需要
时间，所以越早做越好。

我的推特以前主要用来看学校新闻，粉
丝只有几十个同学和老师，现在关注的人有
1 万多。其中，有英国下议院议员、地方议会
议长，最多的是医生和英国医疗服务体系里
面的从业人员。上周日，英国卫生部的工作人
员打来电话致谢，说这个图很有帮助，让我很
惊讶。

推 特 上 有 网 友 发 起 了 一 个 话 题
“PengForPM ”，说让我当首相，这是英国人
开的玩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网友对英国政
府之前比较保守的防疫措施有意见，希望政
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3 月 23 日，英国实行了更严格的戒严措
施，我现在每天在家上网课、写论文，每天出
门一次，买点东西或者散散步。这边除了意面
和卫生纸，其他东西都很充足。

我爸妈在国内，之前看了一些微信公众
号说“英国采取群体免疫措施，60% 的人会
感染新冠肺炎”的文章，特别担心我。我解释
说，这只是专家基于过去经验总结的一种观
点，英国这边没有说真的要采取这个政策。我
妈妈让我一方面相信英国的政策，一方面作
为中国人要相信国内的举措，比如出门要戴
上口罩。

这两天，我突然收到国内朋友发的很
多链接，才知道自己上了微博热搜。英国这
边，因为当地媒体报道，也有老师和同学看
过文章后，对我说“谢谢你做的这些”之类
的话。

其实，我只是做了特别小的事，最初完全
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关注。

整个过程中，我感触最深的，是这些天来
在我的推特评论里面没有一条种族主义的评
论——没有一个人因为我的身份说什么。

我今年硕士毕业，现在正在申请社会政
策专业的博士，未来我主要想研究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的相关问题。

【编者按】

这个春天，由孙俪、罗晋等

人主演的热播剧《安家》，频繁登

上微博热搜。因为这部收视率超

高的电视剧，很多人第一次注意

到了平时被忽略的房产中介，看

到了这一群体的苦辣酸甜。
“没事想不到 ，有事离不

了”，房产中介是我们身边最熟

悉的陌生人。在成语“安居乐业”

的背后，这一群体的汗水和辛劳

鲜为人知。本报记者用白描的笔

触记录下两位房产中介的故事，

这种真实的个人奋斗史，或许比

电视剧更能扭转大家对中介群

体的印象。

本报记者董雪

刘长鑫（化名）是安徽合肥一个房
产门店的店长，管理着店里十多名中
介。他长得黝黑壮实，说起话来言语老
成，不像一个 27 岁的小青年。

“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基本不会
干我们这一行。正因为这样，做这一行
的人大多能吃苦，更渴望成功。”刘长
鑫说着，回想起他 5 年前入行时的情
形——揣着 400 块钱走出县城，住在
合租单间里，憧憬有一天能给自己买
套房，在城市“安家”。

误打误撞，菜鸟入行

刘长鑫进入房产中介这一行，纯属意外。
当时，他和同学即将从合肥警官学院毕业，对未来十分迷

茫，两个人随机上了一辆公交车，到站后看到街边一家地产公
司的门店在招聘，就一起应聘进来了。

没想到，因为这份工作，他们俩都跟家里闹翻了。“同学都
去当公安干警，我俩却去卖房子，父母觉得不稳定。可是，我们
却想靠自己在外面打拼出一片天地！”刘长鑫说。

他被父母赶出来时，只揣了 400 块钱，同学手上的钱更
少。俩人一合计，先花 300 多元合租了一个单间，然后拿出 100
多元钱请店长吃了顿饭，剩下点零钱，天天吃馒头、喝稀饭。

就这样，刘长鑫的房产中介生涯开始了。他和这个行业里的
大多数人一样，误打误撞，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菜鸟”起步，
被客户骂、被房东骂、被房管局骂。一路被骂过来，这一行该会的
他基本都学会了，也接受了一个现实——受委屈是行业常态。

“刚开始心里不平衡，总想问‘为什么’‘凭什么’。时间长
了我渐渐明白，房产中介是服务行业，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不公平，习惯了就好。我们能做的只有从自身找原因，外
界的原因找了也没用。”刘长鑫说。

虽然每天都在经受历练，但付出的努力，还是会在不经意
间得到回报。

印象最深的一次，他连续带一位客户看了 4 个月的房。这
位客户是个公司高管，每天晚上 10 点之后才有时间。如果换
作其他人，可能中途就放弃了，但刘长鑫无论风霜雨雪，每天
骑着电动车陪他，经常是夜里 12 点多看完房，还要再陪他对
比房源。最后，这单生意一次性成交，客户直到现在还在给刘
长鑫推荐新客户。

刚当店长，就遇寒冬

2016 年 10 月，合肥限购、限贷、限地、限价多管齐下，房
产中介行业大洗牌，很多人没坚持下来，当初和刘长鑫一起入
行的同学，也选择了离开。

那时，刘长鑫因为业绩表现突出，刚被选拔为店长。但因
为市场遇冷，一个月整个公司都签不了几单，店里的业务员来
来走走，少了一大半。“这行几乎没有底薪，全靠开单。在那样
的状态下，大家心态很不稳定。毕竟，可能每天做了很多事情，
却没有任何结果。”一位房产中介回忆说。

为鼓舞士气，刘长鑫先找出一位自己的老客户，带着店员
一起把这单业务做成。随后，他转变策略，主动拜访房东，让他
们知道市场的真实行情，适当调整价位，以促进成交。一次两次
拜访不行，那就三次、四次、五次……最多的一户，刘长鑫带着
店员去拜访了 30 多次。

撑了一两年，房产市场逐渐企稳，大家的工作开始回归常
态。其间，刘长鑫前前后后当过 5 个门店的店长，接触过近百
位房产中介，见证了他们的酸甜苦辣：

一位大姐入行是因为突遭变故，她要撑起整个家。她的努
力超出常人，多吃了许多苦，三个月后拿到几万块钱工资时，
她的眼泪里含着喜悦；

一个骨干业务员微信里加满了 5000 个好友，他随时随地
都可能接到客户的咨询电话，就连媳妇生孩子这样重要又紧
张的时刻，都无法全心陪伴；

一个 1998 年出生的员工业绩好，门店奖励了一套西装，他
穿上新西装站得笔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开心得像个孩子……

为“家”服务，迎接挑战

“姐，您有亲朋好友一定要推荐下我，两个月没开单了，急
得很！”王屹（化名）给自己的老客户发去微信，附上一个期待
的表情。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房产成交量锐减，中介生意冷
清了许多。一复工，王屹就开始联系客户，主动行动起来。

他是刘长鑫带的“ 95 后”徒弟之一。刚开始十分内敛的
他，如今越来越自信、健谈，变化特别大。“脱胎换骨”的背后，
王屹跟着师父去湖边没人的地方喊过；师徒俩一起带人看房，
刘长鑫故意一句话都不说，逼着王屹去跟客户沟通交流。

“作为店长，我的角色从原本的业务员变成了管理者，只
有店员们发展得好，我才能发展得好。”刘长鑫说，“这份工作
虽然苦，但也给了苦出身的年轻人一个奋斗的机会。我希望他
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至少兜儿里能有些钱，出去约
会不心虚。”

现在，刘长鑫当初在城市里安家的心愿已经实现。虽然他
工作忙，但妻子很体谅他，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美美。店里像王
屹一样的年轻人，有的刚付了首付，有的正在努力，他们都向
着“安家”的目标持续迈进。

疫情期间，他们所在的地产公司还做了另一项工作——
加入“贝壳体系”，在获取这个体系里所有房源信息的同时，也
把自己独有的房源拿出来，与大家公开竞争。从一个地区性房
产中介公司，到与全国最牛同行同台竞技，他们准备好了迎接
新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殊的，那就
是我们都是在为‘家’服务。”刘长鑫补充说，“这个行业正变得越
来越规范，希望未来我们能用努力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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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树文、沈楠、郑直

他眼中的世界一片模糊，但只要有光，就
有方向。

22 岁的罗成勉习惯性地笑着，眼神没
有焦点。接受采访前，他换了好几身衣服，但
总是不太合体，搞得一旁的哥哥都有些着
急了。

这个有些青涩的大男孩先天视力残疾，
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在自家的杂货铺前，
义务组建了一个“小神童俱乐部”。近两年来，

他带着村里的留守儿童，一起踢球，一起下
棋，一起读书，一起成长。

2020 年的腊月廿九，他还带着孩子们举
办了一场“村晚”。简陋的舞台，没有遮蔽孩子
们的光芒；而台下，是经年漂泊在外打工的父
母们惊喜的笑容和掌声。

足球

一个带着铃铛的盲人足球，意外地成为
了小罗与村里孩子们的桥梁。

“在湛江，我是盲人足球队的左脚主力前
锋，在我身上，最优秀的，能给予他们的，就是
足球。”罗成勉说。

塘头村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
岛，村子西侧大约一公里就是北部湾。村里成
年人大多出去打工维生，留下的多是老人和
孩子。通过足球，他把原本有些孤僻的留守儿
童们连接到一起。

第一次带着孩子们踢球，小罗拿出来的
是一个盲人足球，简单的抢圈游戏，孩子们
就玩得十分开心。渐渐地，围在他身边的孩
子，从十来个到了 6 0 多个，九成是留守
儿童。

后来，俱乐部建了起来，小罗准备让孩子
们踢得正式一点。“2018 年世界杯前好几个
月，那时候我不懂健全人足球，我就用盲人足
球跟他们先蹲下来，用手打……他们传球的
基本功就是我们盲人足球的那种传球方法，
正不正规确实我都不知道。”

再后来，小罗通过电话请教当年带过他
踢球的郑国栋老师，自己先学习了解一些健
全人足球的规则、细节，再来教给孩子们。

虽然条件艰苦，但在小罗眼里，没有什么
是不能克服的。

没有装备，他通过一些朋友和爱心人士
的捐赠来解决；没有场地，村小学边上有一块
以前扔满垃圾的沙地，孩子们整理成了球场；
而沿着小路跑不到两公里就能到的海边沙
滩，则是俱乐部的体能训练场……

“足球，它有做人这方面的东西，这是我
主要想传输、传送给他们的。”小罗觉得，足球
对这些留守儿童未来的人生会很有帮助，父
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更容易抱怨，也容易陷入
封闭消极的情绪中。而现在，他们更加开朗，
更加积极，也不拒绝和人交流。这，才是最重
要的。

人生

小神童俱乐部就在小罗家门口的杂货铺
旁边。自家搭建的棚子下，就是孩子们下棋和
表演的地方；小罗自己住的屋子，则成了孩子
们的“书房”，这里摆放着他搜集来的课外书；
自家的屋顶天台上，除了养鸭子，还是他们的
排练场、会议厅……欢乐从来没因为简陋而
减少。

“不要抱怨。对好多事不抱怨、能看清，我
觉得就（要）这种。”在小罗的价值序列里，可
能没有比健康的心态更重要的。

小罗现在并不忌讳自己的残疾。就在他
们排练的“村晚”中，还有一个盲人的角色。
“最起码我们心理是没有残疾的。”

四五岁的时候，小罗在别人的嘲笑中
知道了自己的眼疾，但他没有一路陷入到
自卑中。“后来我就不会怕嘲笑了。我以前
在学校的时候没钱花，看到球场上有很多
运动饮料的瓶，我踢球的时候都会经常带
个麻袋去捡回来卖。在学校，我就没有怕过
别人嘲笑我。”

2009 年，他来到“人生的转折点”——湛
江特殊教育学校。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家庭独
立生活，在这个地方，他学会了足球、乐器、雕
刻、书法等等。视力残疾一级的他，还参加了
2011 年的全国残运会。

外面的世界对当时的小罗来说，又新鲜，
又有点让人畏惧，“想出去好像又怕”。幸运的
是，他有足球和音乐，还有师长和朋友。他和

外面的世界接触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开朗
大方。

在参加盲人足球的训练和比赛时，他可
以获得一些训练补贴，甚至在 2015 年，他还
去辽宁盲人足球队训练过，后来因为气候和
饮食等方面的不便而放弃；在 2016、2017
年，他一度和朋友们组成了乐队，以街头演唱
为生。

在那段时间，他已经开始带村里的小朋
友一起踢球了。“他们放假我都会回来带他们
踢球，他们一上课我就去湛江卖唱去了。”
2017 年年底，他干脆回到了家里，除了在自
家的杂货铺帮忙外，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小朋
友们身上。

家庭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小罗是家
里 7 个孩子中最小的，从小就“挺开心的”。
除了日常生活，在排练“村晚”的时候，小罗
“全家总动员”，爸爸布置舞台，妈妈做饭，
姐姐当舞蹈教练和化妆师，哥哥接待客
人……

小罗不抽烟不喝酒，爱吃家里做的稀饭，
衣服也基本是踢球时发的运动服，但他依然
觉得很“缺钱”。比如这次“村晚”，为了买那种
十几块钱的 LED 小灯条，“五毛钱的价都要
讲”；“村晚”的剧本，就写在废弃的烟壳背面；
小神童俱乐部的课外书，村里支持了几十本，
郑国栋教练和其他朋友捐了两三百本，很多
都被翻烂了……

“去年有一个月在企水港我帮堂姐二十
多天，她是做收废品的，很多人会拿一些书籍
过来卖。我就收了好几袋课外书，可高兴了！”

远方

最早跟着小罗踢球的孩子，有的已经长
大离开了塘头村。小罗的小神童俱乐部，还在
发展壮大。只有小罗，依然是那个初心不改的
小罗。

村里的老人不太清楚足球、俱乐部到底
是什么东西，但他们知道，小罗是个好孩子，

晚辈们喜欢跟着他玩。
为了让孩子们顺利参与俱乐部的活动，

小罗想尽办法。他经常去“家访”，对于身处
外地的家长，小罗还会通过视频来交流。他
告诉家长他能带给小朋友什么帮助，然后请
他们交代一个任务，比如孩子不爱吃饭、不
大愿意回家等等，他来帮助解决。最重要的
是，规定孩子们只有把家务事做完了才能来
俱乐部。

2019 年暑假，小神童俱乐部还走出塘头
村，向隔壁的村子发送了介绍自己的传单，只
是目前还没有其他村的孩子来。

“这个是我必须要迈过的一步，我发一次
他们可能不信，但是我发两次、三次，他们可
能就信了。”小罗很有信心地说，“把名气给传
出去了，附近哪个村有我们本村的女孩嫁过
去，她们来给我们作证，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而且是正面的。”

小罗现在的想法很简单，让更多的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来帮助他们。如果没有外界更
多的支持，就多开几个小卖部，让跟着他一起
玩且没有工作的大孩子一起来经营，同时参
与俱乐部运营。

“我就是喜欢孩子。其实我没有把他们当
成孩子，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一起踢球，一起
读书（小罗要借助阅读器），一起知道这些道
理。”

尽管有着资金、人手等方面的问题，但小
罗坚信自己能坚持下去。村子里的年轻人结
婚早，22 岁的他也相过亲了。他的标准是找
一个支持他做这个事情的对象。

“不怕你们笑话，如果我没有媳妇那也
没关系。要是说人就是为了结婚生子，那我
觉得太渺小了。”小罗抿着嘴，一脸认真。说
到要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的时候，也是这样
的表情。

朋友们习惯称他小罗，孩子们更喜欢叫
他“小蓝（小名）哥”。在这个大陆南端的小渔
村里，他就是孩子们最贴心的兄长，最有威望
的孩子王。

清晨，大海闪着金光。沙滩上，小罗领着
他的队员，光脚丫子奔跑在阳光下。一边跑，
一边就唱起来，这首他们都喜欢的歌：《你的
答案》，飘散在海风中：

“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我能，
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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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者：留守儿童的盲人足球教练

▲足球队在沙地上训练。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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