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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董先生向“防疫 ·帮侬忙”发来紧急

求助，自己住在杨浦区国伟路300号久安养

老院的85岁父亲感染新冠，工作人员打来电

话告知，院内各类药品急缺，希望家属能一起

帮帮老人。

没药没药 心急火燎
记者随即与久安养老院赵院长取得联

系，得知院内住着260位老人，平均年龄82

岁，最长者102岁，他们中有30多人已出现发

热症状。“现在全院只剩几板克感敏，止咳化

痰的药水更是奇缺，万一生病的老人多了，阿

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话至此处，赵院长的

语音都有些颤抖。

赵院长告诉记者，养老院有60多位护理

人员，今年依照疫情防控要求，他们已有200

多天都是吃住在院里，日夜照护着老人们。

最近，虽然有不少护理员病倒了，可只要一

“阳康”，就立刻硬撑着仍然虚弱的身体，回到

了忙碌的岗位上。“虽然为了老人大家都很

拼，但没有药也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药

店买不到，网上买不到，阿拉真是愁煞了！”

了解情况后，记者立刻回应：“没问题

的。帮老人，阿拉一起拼了！”于是，在与驻院

医护人员迅速商量统计后，赵院长开出了“救

急药单”：500粒布洛芬、500片克感敏、50瓶

止咳药水。

送药送药 争分夺秒
一接下这件“必须完成”的任务，“防疫 ·

帮侬忙”公益联盟就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派

单”“抢单”。“500粒布洛芬，我们来！”公益企

业圆心药房查遍库存后，向南京发出了调拨

指令。出仓、收货、消杀、运送……顺丰速递

一路“马不停蹄”，在用最短时间完成跨省交

接后，500粒布洛芬送达记者手中。

出发，立刻出发——运送车一路疾驰，赶

到了公益企业百联集团旗下上海第一医药南

京东路门店，500片克感敏、50瓶强力枇杷露

调拨妥当，如数装箱。

车轮再次飞快滚动，半个小时后，抵达久

安养老院。一接到记者的电话，赵院长和几

位工作人员一溜小跑奔到了院门口，捧过一

大箱沉甸甸的“救急药”，他们连声说道：“没

想到没想到，真是太快了！”

在不停抱拳致意的同时，赵院长讲：“杨

浦区相关部门在知道情况后，也给了我们很

大帮助，现在一切都好了。”此时，闻讯到养老

院送药的家属也纷纷围拢上来：“这个时候能

送来这么多药，太不容易了！有这么多人都

来关心老人，阿拉的心踏实了……”

本报记者 王军

防疫帮侬忙

家住浦东新区东方路1881弄的崔先生向

“防疫 ·帮侬忙”求助，自己和80多岁的父母、

妻子、女儿，一家五口都“阳了”。但家中极度

缺药，让他是焦急万分，“我的女儿都因为发烧

晕厥了……”说到这里，崔先生一度哽咽。

崔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三口与父母

同住，互相照料。“没想到，这一次全家人一起

‘阳了’，我们啥都没有准备。家里只有连花清

瘟胶囊，没有一粒能退烧的药。”崔先生讲，他

14岁的女儿在上厕所时，甚至出现惊厥，晕倒

在地，把家里人都吓坏了。幸亏及时发现，才

没有酿成大祸。“现在，两位老人的体温也都超

过了38℃，没日没夜地咳嗽……我真是一点

办法都没有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们！”

“布洛芬、感康（复方氨酚烷胺片）、强力

枇杷露，这些药我们都有，马上送来！”了解

情况后，记者随即分药装药，20片布洛芬、6

片感康、一瓶强力枇杷露被仔细地放进了牛

皮纸大信封内，用订书机封上了口。随后，

“防疫 ·帮侬忙”又自费下单，叫了一对一直

送的“同城速递”，2小时后“救急药”就送到

了崔先生家中。

傍晚时分，在回复电话中，崔先生的声

音明显轻松了不少。“阿拉都吃过药了。老

人家总算安安稳稳地睡着了，女儿的烧也退

下来了，我和妻子的情况也好了不少。谢谢

谢谢，阿拉一家人一定会很快‘阳康’的！”

本报记者 徐驰

一家五口都“阳”了
救急药2小时送达

求助
进展

压力最大的时候过去了
32岁的女快递员杨艳艳和丈夫同在中通

快递上海徐汇南站网点工作。去年12月21

日左右，杨艳艳感觉全身酸痛，“发烧了三天，

后面身体康复了，就马上回到网点工作。”现

在，无论是抗原，还是核酸，她的检测结果都是

阴性，“阳康”返岗后她也在观察自己的身体状

态，“一直觉得挺好的，没有特别累的感觉。”

“12月20日左右差不多是人手最紧张的

时候。”中通快递上海徐汇南站网点负责人杨

波介绍说，作为附近区域较大的一个网点，一

共有60多人，每天的快件量在17000至18000

单左右，之前随着人员不断“变阳”，网点一度

缺了近30人，“在岗的人只能通过加班加点来

‘消化’掉快件，那几天都要干到晚上10点、11

点。”让杨波有些感慨的是，即便人手最紧缺

时，网点的快件也一直都是当天派完，没有出

现积压，“现在网点的人员已经差不多都‘阳’

了一遍，而且基本都回来了，压力最大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杨波说，疫情的“走势”跟快件的品类变

化也基本相符：“现在，最多的四类快件分别

是食品、服装、口罩、药品——这几天随着年

货节到来，食品、服装等年货在不断增加，口

罩一直比较多，而药品的快件量已经过了高

峰期。”

杨艳艳也曾帮同事代送快件，“那段时

间，我每天要送四五百个快件，最多的一天送

到晚上12点，只能放在用户家门口，第二天再

发短信一一通知。”她和老公已决定今年春节

也留守上海，把11岁的儿子、8岁的女儿以及

孩子的爷爷奶奶都从山西接到上海过个团圆

年。

上海邮政浦东新区塘桥营业部经理杜青

也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出现在去年12月20日

左右，“我们营业部负责周边7.8平方公里范

围内上海邮政的快件、报刊等揽收、投送，负

责快件包裹的有16人，负责报刊等普通邮件

的有23人，最困难的时候，两者加起来一共只

有19个人坚守岗位，那时候也不分专投、普邮

的分工了，就是相互补缺。”大家优先保证药

品递送上门，再尽一切努力“消化”电商其他

快件。到昨天，营业部只剩下2个人还“阳”着

继续休息，其他人都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多方式调动返岗积极性
日前，上海印发支持本市相关行业和企

业稳岗留工有序运行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提

到鼓励电商平台和邮政快递企业持续提供快

递、外卖服务，阶段性发放稳岗补贴。

据了解，自去年“双十二”以来，上海市邮

政分公司全市邮件日处理量保持150万件以

上，日投递量保持100万件以上，全力保障特

快重点邮件时限达标，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尤其是上海邮政与上药集团、国药集团在有

效打通特殊时期市民配药“绿色通道”的基础

上，进一步深度融合，让市民足不出户享受专

业医师线上复诊、续方开药、快递送药上门的

一体化便民医疗服务。

中通快递方面表示，中通是上海包裹派

送量最大的快递企业，承担全市20%以上包

裹的派送任务。目前，上海中通197个网点、

近1.5万员工、超2000家社区门店，正全力以

赴保障快递收转运派。“非常状态”下，中通快

递上海管理中心多措并举加大对网点和小哥

的激励和关爱，以增加派费、优化排班、发放

返岗补贴、保障网点用药需求等方式，调动快

递员康复返岗积极性，保障寄递渠道畅通。

此外，针对市民药品及生活必需品寄递需求，

中通快递表示将优先派送此类紧急快件，全

力以赴保障市民需求。 本报记者 金志刚

熬过了人手紧缺困难期，快递运力有序恢复——

“阳康”了 快递员们马上返岗
昨天是2023年新年第一天。中通快递上海徐汇南站网点

的快递员杨艳艳一大早就开始忙碌，“元旦三天放假，我都在加
班，每天送300多单快递。我‘阳’过，但现在已经康复了，我们
网点几乎所有同事都跟我一样，一康复就马上返回岗位了，毕竟
现在是快递高峰期”。

憨厚百变备受观众喜爱
91岁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李青今晨去世

近日，张园二期启动建设，三栋老建筑将

率先平移。平移施工中，每栋房屋将使用10

台150吨双作用液压千斤顶，通过PLC同步控

制液压系统，将建筑物沿平移路线安置于临

时停放位置，待建筑回归原位后，按照建筑原

貌进行修旧如旧的保护性开发建设。

张园二期将建设8万平方米的三层地下

空间，并新增地下大型综合性商场等功能。

此次平移工程便是为张园地下空间连通打下

基础。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张园二期老建筑开始平移 为地下空间连通打基础

养老院缺药愁煞
帮老人，阿拉全力以赴

求助
进展

本报讯（记者 赵玥）上海滑稽剧团著名
“双字辈”滑稽表演艺术家李青，因病于1月2

日凌晨1时25分逝世，享年91岁。

滑稽戏发展已有百年历程，王无能、江笑

笑、刘春山等是初代滑稽艺人，传承到以姚慕

双、周柏春为代表的第二代，童双春、李青则

是继“姚周”之后的第三代最具代表性的传承

者之一。童双春书卷气十足，英俊帅气，擅长

说唱和戏剧创作，他的搭档李青是灵活敏捷

的百变谐星，憨厚的形象和百变的表情备受

观众喜爱。

李青童年家境优渥，因一场大火搬进了

弄堂，弄堂里的新朋友见他喜欢戏曲，便引

荐他认识滑稽演员张利音。1951年，李青

从张利音学艺，后拜姚慕双、周柏春为师。

他的表演夸张有致，擅长扮演各类穿针引线

的人物，在《性命交关》《阿混新传》等剧中均

有出色表演。

他的老搭档滑稽表演艺术家童双春曾在

《可凡倾听》中评价他：“李青身上有很多宝，

第一个宝是形象可爱，第二个宝是嗓音洪亮，

第三个宝是肌肉丰富，第四个宝是表情丰富，

所以他身上的宝贝很多。两个人合作当中，

他自己甘当绿叶，我创作出来的意图，基本上

他都很认可。”

晚年时期，李青依然关注上海滑稽剧团

的发展，每逢团里筹备新戏都要到现场观摩。

■

李
青
是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滑
稽
戏
上
海
市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独
脚
戏

上
海
市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