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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门口的药店怎么难买到口罩

了？”这个问题成为很多市民的共同
疑问。在青浦，为了缓解买口罩排长

队和人员聚集的情况，辖区内部分药
店连锁网点启动了“预约登记到货通

知”的购买模式。
1月 29日下午，青浦区的复美

青松大药房门前排起了长龙，前来购

买口罩的居民络绎不绝。一名正在排
队的市民告诉记者：“一大早过来排

队的人很多，药店登记信息后告诉了
口罩到货的具体时间，避免长时间的

排队等候和人员聚集。”
“为了保证市民都能买到口罩，

门店启用了预约登记措施，市民可以
凭身份证前来预约。门店会根据每天

供货情况通知具体购买时间，每人每

天限购 10只。建议广大市民按需购
买，不需要恐慌性囤积口罩。”复美大

药房的执业药师黄立发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取货的市

民自觉排队，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核
对身份信息、备货，市民付款、领取口

罩，整个过程十分顺利。市民郭女士

说：“我早上就来排队，没有买到口
罩，店家让登记好信息，下午来取货。

这个办法很方便，避免了人群聚集。”
31家医药连锁门店遍布全区 11

个街镇，每家药店每天供应的口罩数
量在两三千只，各个药店的销售时间

和销售方式并不相同。有需要购买口
罩的市民，可致电门店了解。

    为了防御疫情，上海的居委干

部有多拼你知道吗？
“这是一位居委干部的手，敲门

敲的。”昨天，一张微信朋友圈的照
片引来了众多点赞与转发，照片中

的手，指关节已然红肿且有多处破
皮。这位敲门把手敲破的居委干部，

是陕北居民区负责民政和老龄工作

的党员社工沈怡敏。
照片下面都是“基层最辛苦”

“点赞”等评论，还有热心人提醒“社
区工作者要保护好自己，佩戴手

套”。得知自己获得了那么多关心支
持后，沈怡敏笑了：“上门的时候我

们是戴着手套的，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
春节期间接到疫情管控宣传排

摸任务以来，沈怡敏一直没有休息，
走街串巷上门走访，宣传疫情防护

知识，排摸户数人员情况。她负责块
内实有户数约 150户，虽然数量不

多，但由于北京西路附近都是老房

子，出租率很高，有时连续几天上门
排查，借出去的房子内都无人应答。

“只能反复上门，经常敲门，多
做尝试。”沈怡敏很无奈，但没有放

弃。除了反复上门，她还尝试微信、
电话联系房东，询问租客信息、返沪

行程等，力争全面掌

握块内户数情况。
“笃笃笃⋯⋯”一

次连续敲门十多分钟
之后，门终于缓缓地

打开了，一名 80多岁
的空巢老人蹒跚着前来开门。沈怡

敏赶紧把疫情防控的温馨提示大声

告诉老人，叮嘱她要少出门、勤洗
手、戴口罩，一定要注意自身防护安

全。遇到老人不明白的，她还要耐心
解释。“我们这里老房子多，里面留

守着的大都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

老人。老人年纪

都大了，有些耳
朵不好，所以敲

门时间要长一
些，要有耐心，敲门的力气要大一

点，这样老人才听得见。”这些都是
沈怡敏的经验之谈，也是她为何戴

着手套依旧把手敲肿的原因。

将自己块里的居民全都上门跑
一遍，将所有户数情况摸清，沈怡敏

依旧停不下来：时刻关注返沪居民，

及时登记；有湖北接触史的，及时掌

握；这家的阿婆、那家的爷爷要重点
宣传，这些事都萦绕在她心头。

坚守岗位的沈怡敏已连续多日
没有陪伴家人，她爱人是位人民警

察，也在一线加班加点。“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在需要的时候应该坚守

社区一线。基层螺丝钉不起眼，但居

委干部的敲门声，会让居民知道疫
情管控大家都在行动，让他们真正

感到安心！”这是沈怡敏的真心话。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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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口罩不好买
群策群力点子多

    新鲜蔬菜不好买、防护用品紧俏短缺、小区没有物业⋯⋯面对社区抗疫过程中
出现的种种难题，怎么办？办法总比困难多。随着社区抗疫宣传、排摸工作的深入，抗
疫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在一线，我们看到，街道、居委、企业、居民在抗击疫情时，出
力献计，融为一体，合力同心，共渡难关。

    买菜难？网络订菜上门要零点秒

杀？在杨浦区长海路街道香阁丽苑小
区，这道难题不存在！昨天，香阁丽苑

小区的四五个年轻业主自发制作《香
阁丽苑周边的菜篮子攻略》，在微信

“香阁丽苑业主公众号”上发布。
这几天，不少居民都在“香阁丽

苑业主论坛群”里讨论买菜问题，群

主想到自己在杨浦生活了 30多年，
对周边菜场比较熟悉，便与志愿者们

商量了一下，花了几天工夫，发布了
一套《香阁丽苑周边的菜篮子攻略》。

《菜篮子攻略》分为“实体菜场

篇”“邻里帮帮采购篇”“香村食堂篇”
“网络购物篇”四部分，对如何到达周

边菜场给出详细的路线指引，并对各
种买菜途径的优缺点进行了分类说

明。“邻里帮帮采购篇”中，还对一些
热心助人的好邻居张榜表扬，弘扬正

能量，如“64号业主在寻购口罩、消

毒酒精、酒精棉球等物品时，加入了
康每乐安波药房的口罩到会通知群，

并分享了群二维码，供有需要的业主
及时了解信息，又一中国‘好邻居’”。

反复上门排摸负责块内居民

居委干部有多拼：
敲门敲肿了手

抗抗疫疫 在社区

业委会组建“抗击疫情突击队”“自管小区”没物业？

两万余份防护用品免费到家居家消毒怎么办？

业主自制“买菜地图新鲜菜难买？

    1月 29日上午，徐行镇政府

大厅内，一摞摞标注着各村、社区
名字的防护物资整齐摆放，包括洗

手液、消毒液、消毒粉、医用口罩、
额温计等，这些都是镇政府多方筹

措的。为保障全镇人民的健康安
全，镇政府一口气购买 20000余份

防护用品，由各村、社区逐一发放

到每户百姓家中，为群众增添安全
屏障。

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确认
数量。不一会儿，村、社区各路人马

驱车赶来，将各自的防护物资搬上
车，一辆辆小汽车塞得满满当当。

由于物资众多，有的干脆开了三轮
摩托。“这样卸货搬货都方便”，启

源社区工作人员奚婷说。
“这两种洗手液都是每户一

瓶，消毒粉每村两包⋯⋯”镇政府

工作人员向各村、社区来人仔细解
释。不到一个小时，所有防护物资

就全部分发完毕。各村、社区立即
组织村组长、楼组长、志愿者，同样

快速地将防护品送到老百姓家中。
据徐行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

所购物资均符合当前防疫标准，经

由医务人员专门确认。徐行镇属地
有一家生产洗涤用品的大企

业———开米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连夜采购洗手液等物资，整个仓

库的存量基本都被搬空了。目前，
镇里为每家每户都发了洗手液和

消毒液，而口罩等物资数量不多，
先保证一线重点工作人员用量。

在曹王村，村民们收到防护品
都很高兴。村民高阿姨说：“以前还

不知道有这个免水洗的洗手液，这

样就可以随时随地消毒了，真好。”
发放过程中，若是遇到有些村

民年纪比较大，发放人员就会耐心
仔细地讲解使用方法，并再次进行

新一轮防疫宣传。“特别是针对某
些出门不戴口罩的村民，我们要反

复反复再反复地宣传提醒，让村民

尽快重视起来。”小庙村工作人员
潘峰说。

截至昨天下午 5时，所有防护
物资已经全部发放到位。接下来，

徐行镇还会加紧筹备更多防护物
资，保证防疫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全力
以赴。

本报记者孙云江跃中毛丽君杨洁
通讯员 信陵

    一个没有物业的“完全自管小

区”如何应对疫情？静安区共和新
路街道延平小区建立“抗击疫情突

击队”，采取将小区两个侧门关
闭、只留正门出入等措施，确保小

区安全。
延平小区是一个典型的“袖

珍”老小区，2017年物业撤离后，

小区的自治骨干们设立“自治家园
工作室”，居民自己当“管家”管理

小区，小区的保安、保洁人员全部
由小区居民担任。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想到小
区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 40%，都

属新冠肺炎易感人群，一旦感染将

带来严重生命危险，小区自治委员
会五人全员上岗，迅速行动起来，

组成“抗击疫情突击队”。他们首先
将小区的两个侧门关闭，只留正门

出入，负责车辆管理的刘高福安排
保安四人轮班，登记外来出入车辆

和人员信息。

没有专业的消毒喷壶怎么办？
大年初一，业委会主任蒋保罗一大

早就去花店购买了四个大号喷壶，

稍做改造后，变成了“消毒神器”。
市场上的消毒用品紧缺，蒋保罗开

车去外面的市场购买。保安和保洁

员没有口罩，市场上口罩又断货，

他就清晨去药店排队采购。负责卫
生的李阿姨带头，和小区负责保洁

的两名居民，每天对小区所有楼道
以及其他公共部位、公共设施擦

拭、消毒。
为了让居民安心待在家里防

疫，自治委员会成员在每个门栋张

贴告示书，向每户人家发放宣传
单，告知全体居民，如有需要随时

可以拨打自治办公室电话求助。同
时，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们对小区独

居老人上门探访，帮助解决生活上
的需求，保证生活用品不缺少。

药店启动“预约登记”买口罩排队？

■ 长宁区中山公寓小区在垃圾箱房设置专门的 “废弃口罩投放处”，倡
导小区 900多户居民对每日产生的废弃口罩进行定点投放，经消毒后再
进行集中处置。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沈怡敏敲肿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