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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顿饭发现回不了家
“我和张大爷（化名）都是高东镇本地人，

原来是一个生产队的，动迁后他住在新高苑

二期，我住在新高苑一期。我在二期当了十
几年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去年才换到其他

社区。”2月 4日，张家国在上班时接到社区
的通知后，第一时间配合防疫工作返回居住

地新高苑一期，并和在家过寒假的儿子一起

加入志愿者队伍。
张家国告诉记者，偶然的机会，他在小区

里遇见了聋人张大爷，“当时他非常激动，用手
比划着向我诉苦，主要意思就是不想被封在这

个小区，想要马上回家。”打听后得知，当天上
午，张大爷到新高苑一期的一位老朋友家做

客，聊聊天喝喝茶，中午两人一起吃了顿饭。吃
好饭，张大爷正打算回家，没想到发现小区门

口被封上了，所有人只进不出。

心理安慰加各方关爱
因为是熟人，张大爷看到张家国倍感亲

切和信任。“虽然张大爷比划的内容很多我

也不懂，但大致了解他的意思后，我用手势尽

量安抚他。”张家国说，比如自己用手做出“把
心往下放”的动作，让他放宽心，疫情来了大家

都得配合；又比划着，说会通知让他的家人，隔
着大门口来看看他，送来需要的物品等。

听到老朋友的安慰，张大爷的情绪平静
了不少。张家国又马上联系到新高苑一期的

居民区书记，请社区多关心；居委随后也为他

送来了大米和油等慰问品。“天气好的时候，
张大爷会在小区里晒晒太阳、散散步。刚才我

还看到他在小区里笑眯眯的，情绪平稳，我终
于放心了。”

记者了解到，虽然张大爷和妻子都是聋人，
收入微薄，但有一副热心肠。每年镇里年末组织

的慈善捐，他都积极参与表达了一份爱心。被封

闭在新高苑一期里，他曾经热心地想帮人修助
动车，但无奈工具都没有带过来，只好作罢。几天

下来，他已经习惯了封闭小区的生活，女儿们还
到门口看望他，送上了慰问品。

新年礼包带来浓浓年味
昨天，高东镇的新年大礼包送到张大爷

手上的时候，让他开心不已。记者了解到，和

张大爷一样，小区其他 1400多户居民等都收
到了“干货满满”的新年大礼包，里面包括坚

果、大米、食用油、糯米粉、菌菇等 11样。“本
来家里就备了些年货，加上这个大礼包，年货

足够了，只要再买点蔬菜就可以了。”拿到大
礼包的居民告诉记者。

得知新高苑一期的居民们将在隔离中度
过春节，高东镇文化服务中心和成人学校携

手发起活动，组织辖区内书法爱好者，为隔离

在小区内的居民们写春联送祝福。如今，1700

多副承载着祝福的春联已经陆续送进新高苑
一期，居民们将在红红火火的氛围中度过特

别的新春佳节。 首席记者 宋宁华

    本报讯 （通讯员 任梦丽

记者 宋宁华）“嘀、嘀、嘀……”2
月 7日，刚抢救完患者的刘医生，

开始接待患者线上问询。来自新
高苑一期的一名居民线上咨询：

“最近有些焦虑失眠，怎么办？”刘
医生拿起手机，耐心解答。

昨天，记者从上海市第七人

民医院了解到，截至 2月 8日，小
区封闭的第 5天，上海市第七人

民医院共有 36位专家在微信、互
联网医院上接受患者咨询，为封

闭区居民打造了一个 24小时不
关门的云医院，为新高苑一期小

区配药 79人次、176个品种。
这 36位咨询专家来自七院

各党支部，他们组成封闭小区医
疗组，为封闭小区居民一对一、

点对点解决就医问题。
小区封闭，慢病患者马上面

临的就是用药问题。上海市第七

人民医院线上线下联动，解决这
个难题。线上，利用互联网医院

平台，接收居民的用药疑问，每天
都有临床药师排班，在线实时解
答。线下，根据药品配送清单，为每位用药患者定

制了一份“用药交代”清单，每一张清单内都标明
了所有药品的服药方法及注意事项。“希望这份有

温度的‘用药交代’清单，能带去医务人员的关心与
战胜疫情的信心。”七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被隔离了，还能照常看病，幸亏有你们，隔
着屏幕也感受到满满的关爱。”一位居民在网上

留言。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任

梦丽）“云登记”扫码即可采样，大大提高了
速度、减少了接触。今天上午，新高苑一期第

二轮核酸采样启动！记者了解到，尽管第二
轮的核酸采样时间比第一轮缩短近一半，但

是医院和街镇联动提早做好准备，全方位
“硬核”保障检测顺利进行。

医院街镇联动
今天上午 7时开始，上海市第七人民医

院的 100 多名医务人员陆续进入小区；8

时，集中检测正式开始。
七院医务处副处长张晓丹，曾是七院支

援武汉雷神山医疗队的联络员，这次她担任
核酸采样协调联络组的组长。24小时在线，

手机电话、微信没停过，除了协调联络，她还

负责核酸检测预案的落实。她说：“医院与街
镇联动，事先准备充分一点，在防控到位的

前提下，确保采集迅速完成，让居民们开心
过好年。”

在小区现场，核酸检测主要分为基本检
测和上门检测 2个小组，基本检测组由七院

在检测点设立信息录入点及样品检测点，主
要对小区大部分居民采样；上门检测组主要

对需上门检测的人员，如一些行动不便的高

龄老人，进行检测。记者了解到，和第一轮紧
急接到通知、立即组织的检测不同，第二轮

检测“未雨绸缪”，医院协调组与街镇工作人
员协作，2月 10日前就完善了小区居民健

康云登记。居民到达采样点，只需扫码即可
采样，相比现场手写录入，既提高了准确率

和速度，又减少了接触，安全更有保障。

“从家里过来到采样结束，全程不到 10

分钟，很快。”现场的一位居民说。

“硬核力量”保障
在第一轮核酸采样中，新高苑一期小区

用了 8个小时完成全部居民采样，检测结果

全部为阴性。
此次第二轮采样从上午 8时启动，将在

中午 11时左右结束，仅为第一轮时间的一
半不到。据悉，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学检

验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人员、设备、试剂

耗材、物资、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应对核酸检

测工作，一批医学检验科的“硬核力量”们坚
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一板一板的核酸样本被

添加进了检测系统，一份一份的核酸检测报
告陆续“出炉”。在核酸采样现场，还有一些

七院的学生党员，因为疫情他们没有回家，
这次也积极踊跃报名参加采样工作，在现场

维持秩序、做信息登记等。

中午时分，第二轮核酸采样结束。明天，
万家灯火的除夕即将来临……

云登记扫码，采样全程仅10分钟
新高苑一期启动第二轮核酸采样检测，多方联动确保又快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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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多位居民上午排队做核酸检测，中心广场设置了数十个检测台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过年前，到隔一条马路的“老伙伴”家小聚，没想
到小区因为疫情被封，回家的路变得咫尺天涯。今天，
记者从列为中风险地区的新高苑一期获悉，一名七旬
聋人被困小区得到细心关爱……

辞蜗居生活，迎幸福春节
浦发银行全力以赴 助力旧城改造提速

    日前， 上海虹口区的 3174户居民终于实现
了他们多年的心愿，搬出生活条件不佳的老旧小
区，步入“住房小康”新阶段，在春节之前领到了
东余杭路（一期）旧城改造项目款项，兴高采烈地
迎接一个幸福祥和的新年。 在这背后，是浦发银
行第一营业部等单位全力以赴的高效、优质的贴
心服务，及时完成动迁款代发工作。

    为了切实帮

助市民在春节前
取得动迁款项，

浦发银行从收到
居民名单到动迁

代发大致结束，
数十位员工全力

以赴，在集中发

放动迁款的十多
天内集合 7个网

点的力量，每天
成功发放 200 到

300户。看到居民
们收到动迁款的

喜悦之情，员工
们纷纷表示辛苦

一点都是值得
的。为了方便居

民领取存单，浦
发银行将集中发

放点延伸到项目
地附近，第一时间为居民提供咨询；为了方

便居民前往网点激活存单，该行安排了接驳

车辆接送客户，并贴心地准备了口罩、消毒
液等防疫物资，安排居民隔座乘车，确保防

疫措施实行到位，细微之处得到了居民们的
高度肯定。

由于动迁项目是老旧小区，居民中有很

多老年人。一位 94岁的居民没有子女陪同，
独自一人前来集中发放点领取存单，浦发银

行发现后指派专人全程陪同，保护老人安
全，并在网点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办理。老人

感叹，在户外零下 7℃的寒冬腊月中感受到

来自浦发银行体贴入微的温暖。此外，经工
作人员记录，有近 30位老人身居养老院或

腿脚不便无法亲自到场，由亲人到集中发放
点代为领取存单，但是存单的激活必须是本

人亲自至网点激

活，浦发银行员
工为了解决老人

的后顾之忧，在
发放存单时就记

录下这些居民的
联系方式和地

址，不辞劳苦前

往嘉定、青浦等
地，双人会同上

门办理委托手
续，居民们对浦

发银行周到的服
务赞不绝口。

本动迁项目
地处北外滩核心

区域，住户推开
窗便能看见浦西

第一高楼白玉兰
广场，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居
民的居住环境。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房

屋，消防安全隐患突出，建筑面积狭小，周边
基础设施差，老年人口集中，生活极为不便。

过着蜗居生活的居民们一直盼望着旧城改
造的阳光，大多在意愿征询阶段快速完成签

约，把旧改速度提升到“快车道”是大家共同
的心愿。而浦发银行在项目动迁款代发工作

中的优质服务不但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有

力支持，也为居民能过上一个称心祥和的农
历新年提供了金融保障。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多
年以来，浦发银行上海分行积极助力旧城改

造与城市更新，积累了充分的动迁代发项目
经验。未来，该行将继续承担一流股份制商

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为民生工程提供金融支
持，为城市更新贡献金融力量。

新新新高高高苑苑苑守望

七旬聋人串门 被封不得归

社区伙伴关爱 让他笑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