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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开启 母子登上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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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

为了给3岁半的儿子看病，今年3月23日，我带着孩子从内蒙古呼和浩特

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治疗，手术后已住院40多天。孩

子的病虽然治好了，但不幸的消息传来：他的爸爸在呼和浩特市的医院被诊断

为淋巴瘤晚期，已在ICU抢救9天，七天七夜处于昏迷状态。我迫切希望尽早

赶回呼和浩特，让孩子能看看爸爸。 内蒙古呼和浩特 杜女士

病危爸爸在内蒙古思念儿子
母亲哭诉机票、车票订不到

日记我的抗疫 我不是团长，只是咖啡队长

视
障
孕
妈
妈
欲
返
乡
待
产
，不
知
如
何
去
机
场

的
哥
接
单
了

防
护
服
有
了

求助

我和丈夫

都是视障人士，

今年 3 月初到

上海打工。现

在怀孕近 3 个

月，思来想去，

打算回老家安

心待产。机票

是好不容易抢

到了，但怎么

去机场？防护

服 又 上 哪 去

买 ？ 这 些 问

题，让我们十

分焦虑。

四川省成都市

徐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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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座全球咖啡馆数量最高的城市，

在一个多月前，因为一场疫情，骤然停住了她

快节奏的步伐。一时间,广大市民被封控家

中，生活物资供给基本都依靠政府发放和社区

团购。在运力有限的情况下，大多小区都制定

了只采购必需品、放弃大多数享受型消费品的

规定。那么，咖啡到底是不是必需品呢？很多

日常需要咖啡来对抗疲劳的上班族的回答自然

是“yes”，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咖啡并不是必需

品，我所在的小区自然就是如此，这引出了一个

有趣的买咖啡故事。

在刚刚宣布浦东浦西相继封控管理之

前，我正好囤了300克的咖啡豆，那时还庆幸

够喝一个月，甚至连突然被封在家中的咖啡

店店长家里的存货也没我多。但随着封控的

延长，严峻的现实摆到了眼前：咖啡量少了不

成团，量多了无法消化且物业不送，咖啡饮品

更是上了团购黑名单。我发现已无法高枕无

忧，而邻居们更是面临“断粮”的境地，眼看补

充无望，上班的疲劳感，在周末时已好似一片

阴云，飘荡在各位居家办公人士的头上。

四月中下旬的一天，下午五时多，那位被

封在家中的店长，突然在微信上告诉我：店里

整理出了几包豆子，欲购从速。我立马放下

碗筷，用最快的速度发接龙、选豆子、叫闪送、

联系物业、告知邻居，紧张地把各个环节联系

好后，竟然连肚子也不饿了。最担心的快递

漫天要价没有出现，调度费加到封顶也就25

元，快递小哥还加了微信，贴心地将取货和送

到小区门口货架上的照片发给了我。

因为我们楼栋是封控楼，我通过物业经理

辗转联系到保安队长，期望巡逻队员顺道时能

送来，没想到保安队长为此专程跑了一趟。沉

甸甸的一大袋咖啡豆，从微信响起至终于到

手，刚好两个小时。回想整个过程，非常时期

的环环相扣，紧张大于期望，就怕功亏一篑。

咖啡到手后即刻包装消毒，分装，贴上标

签，挂在各家门口。疫情期间邻居们不再见面，

而是在微信中发来声声道谢，感叹着闻到咖啡

豆的香气，突然又有了上班的动力。有人说谢

谢“团长”，而我开玩笑回答：“团长”管的人多，

团购量大时间久，我这次量小短平快，只能算个

“游击队长”。从此，我成了楼中的咖啡队长。

自从上海这波疫情骤起，网上出现了许

多不和谐的声音，连上海人民喜闻乐见的咖

啡爱好，也似乎成了“负面资产”。但那么多

上海的劳动者，为了金融、物流、信息等行业

顺利运行、减少损失，付出比平时更多时间居

家办公，这时，上海人手中的咖啡代表的并不

是精致利己的小资情怀，而是广大劳动者在

疫情面前坚持生产、不向困难低头的奋斗精

神。这次咖啡采购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经历

的一件小事，但只要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齐

心协力对抗疫情，一定能有早日回到街头、重

新坐在咖啡馆里谈笑风生的那一天。

张兢

帮忙 >>>

记者连线徐女士，她说，自己和丈夫目前封控在黄

浦区肇嘉浜路212号的明珠大饭店。3月16日之后，

就没去医院做过产检。“目前，我们订好了回成都的机

票。但是，我们预约不到车辆，也没有防护服，真不知

道该怎么办？！”徐女士忧心忡忡。

记者立刻向“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发出求助信

息。海博出租车司机吴文根接下了送机的活，他主动

和徐女士加了微信。“只要确定好值机时间，提前一天

告诉我，我就会将他们准点送到机场。”而防护服的

事，则让百联集团旗下的上海第一医药包下了。工作人员在仓库里度

身选出符合夫妇俩需要的防护服后，迅速给他们送去了四套。

“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上海的好心人伸出了援手，这座城

市真的暖到我想哭。宝宝出生后，我们一家一定要回来，谢谢所有帮过

我们的人！”在给记者打来的电话中，徐女士几度哽咽。

本报记者 徐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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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终于买到了
在电话连线中，记者进一步了解到，

杜女士已和丈夫离婚，但他们都很疼爱儿

子，为了给孩子看病，爸爸几乎倾尽所

有。刚得知儿子病快治好了，病魔却将爸

爸击倒。4月20日起，杜女士不断接到前

夫病危消息：淋巴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

散。“前些时间，他爸爸每次打来电话，就

说想见见孩子，然后就是一阵阵揪心的痛

哭。最近，他被送进了ICU抢救，医院说

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说到这里，杜女士连

声抽泣，“我没日没夜地在网上抢机票，但

每一次好不容易订着了，航班又一次次取

消了。想改订火车票，又一直订不着。我

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听完杜女士的话，记者立刻通过相关

渠道向上海铁路部门发出求助。下午3时

许，经过努力协调，上海铁路部门为杜女士

办好了5月9日下午前往南京的高铁票。

票是有了，但母子俩又如何从黄浦区

的制造局路赶到上海虹桥火车站呢？“这件

事，我们必须帮！”在记者向大众出租汽车

公司讲述了母子俩的遭遇后，相关负责人

当即承诺，“明天下午1点，车子一定来接。”

的哥为孩子买点心
昨天下午2时许，在大众出租的运力

保障下，杜女士顺利抵达上海虹桥火车

站。车站工作人员随即开通“绿色通道”，

帮着母子俩搬运行李，安排休息室候车。

下午4时30分，杜女士带着儿子乘上了

G7376次列车。

在列车上，杜女士给记者发来了几段

她自己特意录制的视频，激动之情溢于言

表：“出租车司机还给孩子买了点心，火车

站对我们十分照顾。希望孩子的爸爸能

够挺住，更希望所有的好心人一生平安！”

多次转车旅途闭环
今天上午9时许，杜女士发来消息，

她和儿子昨晚6时30分抵达南京南火车

站。在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后，被闭环

转运至车站内宾馆休息。早上，又被闭环

转运至车站，等候今晚9时许前往西安的

Z86列车，再经西安闭环转车后抵达呼和

浩特市。在严格执行隔离措施后，父子俩

就能见着了。 本报记者 王军

■ 闵行区浦江镇的俞先
生求助：父亲今年86岁，患有前
列腺癌，住在虹口区凉城一村。

父亲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门诊时间

是5月10日上午，老人必须在该时间段赶到医院配

化疗药。但由于小区封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记者与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相关部门联

系，工作人员随后反馈称，街道和居委会派志愿

者前往医院，为老人配药。 本报记者 王军

■ 浦东新区曹路镇黎明村张塘村的盛女士
求助：儿子患有癫痫，平时服用癫痫药物“卡马西
平片”缓解病情；母亲92岁，患高血压，每天需服

用氨氯地平贝那普利片（I），现在两人的药都已

断了数日，儿子每天癫痫发作数次。村委会虽派

出志愿者帮忙配药，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急

需的“救命药”。她尝试在健康云上配药，但由于

祖孙二人没办过手机卡，无法注册配药。

记者在查询后，告知盛女士配药渠道，同时

提醒如前往医院，需村委会开具通行证明。之

后，盛女士回复称，在拿到通行证明后，已闭环自

驾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配到了药物。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 梁群

■ 市民程女士求助：母亲年近80岁，住在嘉
定区安亭镇玉兰一村。由于睡眠不好，老人平时必

须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由于小区封控，目前药已

吃完，母亲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而痛苦不堪。

在记者联系后，程女士回复，经玉兰第一社

区居委会协调，志愿者已前往医院为

老人配到了急需的药物。 本报记者 杨叶

■ 市民万女士求助：75岁的父亲身患尿毒
症，一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南部院区做透析。3月27日晚，小区封控前，为

方便就医，万先生住进了南车站路的一家宾馆，每

次步行去医院治疗。5月1日，由于所住宾馆出现

核酸异常人员，他的健康码变成红码，无法就医。

记者与宾馆所属的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取

得联系。工作人员表示，将立即上报情况，为老

人安排血透。经过多方协调，万先生的健康码变

为黄码，当晚他持核酸阴性检测报告，在医院做

了血透。 本报记者 夏韵

■ 黄浦区半淞园路的王女士求助：老伴
患有肝癌，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东院抢救，医生已开出“病危通知书”。

她急需赶去医院，陪伴在老伴身边。

在记者联系后，王女士已在好心

人驾车闭环转运下，赶到浦东新区

浦建路上的仁济医院东院。回

访中，她表示，老伴的病情已

有所好转。

本报记者 杨玉红

祖孙“救命药”都有了
“红码老人”做上血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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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11时至5月10日11

时，新民晚报“战疫 ·帮侬忙”互助
服务类融媒体平台共收到求助、咨
询类等诉求244件，其中紧急类诉
求122件，已推动解决106件（含
“公益联盟”17件）。非紧急类诉求
也已通过相关渠道，给予回应。

■ 徐女士和丈夫带着四套

爱心防护服准备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