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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战疫 帮侬忙”

统筹分流就近治疗
全力保障病人血透战

疫
帮
侬
忙

本报讯（记者 王军）前天，本报

4版刊发《5岁男孩化疗 儿科医院已

收治》报道，讲述从温州带着5岁儿子

来沪求医的李女士前天夜里向“帮侬

忙”发来求助，由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因疫情封控，患有恶性肿瘤病孩

的化疗已延迟6天。在记者与医院住

院部联系后，李女士收到了“可以办理

住院手续”的通知。

前天上午，记者接到儿科医院来

电，告知李女士已经带孩子办理了入

院手续。虽然孩子原定住院化疗的时

间受到了医院封控影响，但在此期间，

医院主管医师始终牵挂着患儿，一直与李女士

保持线上沟通，指导她先让孩子在就近医疗机

构完成了血常规等化疗监测。儿科医院泌尿外

科病区及时梳理登记住院需求，提前联系患儿

家属做好了核酸检测等。

前天，医院病区刚一解封，李女士的儿子和

其他两位情况相同的小患者就第一时间被安排

住院，确保化疗在诊疗指南建议周期中进行。

主管医师耐心细致地向患儿家属作了专业解

释，一再请他们放心，“孩子们的治疗不会

受到影响”。据了解，疫情期间，对正处于

化疗间歇期的居家患儿，儿科医院医生仍

然通过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随时关心情

况，提供远程指导。

记者再次与李女士取得联系。

她表示，孩子正按原方案接受化疗

（见上图 受访者供图），情况稳定。
“真的很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人，让

我和孩子看

到了希望。”

叮咚买菜、盒马鲜生、美团买菜、每日

优鲜、百联到家……宅家的日子里，这些生

鲜电商的名字是否已经耳熟能详？上述平

台面对大量需求，即便居民开好闹钟来“抢

菜”，依旧会遇到有菜无小哥的情况。因

此，大家可以加入配送效率更高、定点定时

送菜的团购渠道，购买各类蔬菜套餐。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开通蔬菜团

购的包括联华超市、家乐福、麦德龙、沃尔

玛、大润发、农工商超市、永辉超市、城市超

市等实体商超，叮咚买菜、盒马鲜生、百联

到家、本来生活、天天果园等线上平台，还

有各区的标准化菜市场。他们提供的套餐

普遍在100元以内，包括绿叶菜、根茎类蔬

菜等多个品种，重量在6斤到10斤不等，当

然也有禽肉、水产等生鲜产品。那么，市民

又该如何对接上述团购渠道呢？

■ 一是可以联系所在居委会、街道的

工作人员，询问自己小区对接了哪几家保

供企业，拿到其联系方式后，按照指引进行

购买。

■ 二是拨打热线电话，例如农工商超

市开通了24小时预购服务热线96896，东

方购物频道也已经开通了适合老年人的生

活物资电话预订热线。

■ 三是在“上海商务”官微、各区政务

微信上找到保供企业的联系方式，扫码进

入小程序或社群中订菜。

在“上海徐汇”微信公众号3月24日推

送的《13个街镇全覆盖，徐汇区“线上+线

下”买菜攻略来了》中，记者找到了所有菜

场、超市的地址，再点进各个街道的具体介

绍，则能找到“疫起买菜”小程序的二维码、

延庆菜市场配送群的二维码，甚至还有枫

林菜市场、田东菜场、宜林市集等菜场经营

户的手机号码等。

浦东新区则为北蔡居民推出了线下订

菜渠道，居民可以拨打所属居委会的电话，

由居委会收集居民订购套餐订单，代为收

取款项后统一下单。次日菜品也会统一配

送到居委会。

虹口区的三角地菜场开通了微商城，

网上菜场包括平价菜专区、肉类专区、蔬菜

专区等大类。平台配送范围覆盖整个虹口

地区，采取订菜模式，下单时间为周一上午

8点半至周四下午4点。每天4点前下单，

隔天送达。

长宁区的美天副食品公司也上线了微

信小程序“美天菜小睿”，可以购买50元、

100元、140元不等的菜品套餐，还有5元一

份的调料组合包。除了在小程序上下单，

老 年 人 也 可 以 拨 打 客 服 电 话 ：

13810465783，找到“菜小睿”。

此外，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在上海三农

微信公众平台、鱼米之乡小程序连续刊发

各涉农区“送菜上门”生产经营企业名单，

均附上了联系电话。这些产地直供蔬菜，

套餐价格从20多元到百余元不等，大多有

起送份数和配送范围限制。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小区封控
买菜攻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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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保障病患
家住浦东新区的奚先生反映，他的母亲

住在邹平路58号周家渡养护院，长年患有肾

病综合征，每周一三五都要送去华山医院

（江苏路分部）做透析治疗。疫情之下，养护

院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每次由他驾车闭

环接送母亲外出就诊时，都必须持有48小时

内核酸检测证明。昨天5时起，为确保新一

轮核酸筛查，浦东施行交通管制。老人昨天

的血透一下子碰到问题，即使养护院联系

120救护车闭环送诊，但透析后私家车不能

上路、公共交通又无法乘坐，老人又该怎么

回到养老院呢？

记者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后，奚先生随

即向街道和派出所提出申请，在严格遵守疫

情防控要求下，争取闭环自驾接送母亲，以

确保老人一周三次的血透治疗。昨天下午4

时，经过多方协调，奚先生已自驾将母亲送

往医院血透。

而家住黄浦区新闸路200号长新大楼的

顾先生告诉记者，父亲今年60岁，因患尿毒

症，血透治疗已有1年多。“目前的治疗频率

是一周在长征医院血透三次。最近一次做

血透是上周四的3月24日。”原本按计划，

下一次的血透是在3月26日，但长征医院和

顾先生所住的小区同时被封控。昨天长征

医院解封，院方联系顾先生，表示可接受他

父亲血透治疗。封控小区的血透病人虽然

有出外就诊的“绿色通道”，但必须专车闭环

转送。顾先生拨打120后，却一直没有联系

到车辆。

在与120取得联系后，记者了解到，救

护车从封控小区接送病人，须按流程完成

车辆消杀、人员更换消毒防护服等步骤，每

接送一个病人，所花时间差不多要1个半小

时。采访中，120方面也呼吁，封控小区内

非急救病人，可以向社区申请“闭环车”送

院。对方表示，虽然运力十分紧张，但他们

会将顾老伯的情况反馈给调度中心，一有

车辆立即安排。昨天中午12时20分，顾先

生向记者反馈：已有120车辆将他父亲接往

医院就诊。

“血透治疗”不得停诊
封控中，血透病人的应急就诊到底如何

保障？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全市各医疗机构

暂停一般专科门诊服务，但是急诊、发热门

诊、血透、重症、产科、儿科、放化疗等重点科

室服务和在院患者救治不得停诊，同时各区

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安排专人专线负责接听

就医电话。

对于需外出就医居民，急危重症患者，

由街镇或居村委系“120”急救车辆转运，并

将患者相关信息通报定点医疗机构，做好

接诊准备。非急危重症患者，由街镇、居村

委将患者相关信息通报定点医疗机构，安

排专用车辆，点对点闭环转运至定点医疗

机构，诊疗结束后由专车闭环运回。

记者联系多家医院。负责统筹调度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血透病人的就诊一定

会想方设法加以确保。市血液透析指挥控

制中心正通过上海各医疗机构，梳理血透病

人信息，将统筹分流、就近医疗。

据了解，按照“”最大限度减少患者流

动”的疫情防控要求，目前各医疗机构正在

提交相关病人名单，及时通过统计研判，确

定不同病人的优先就近血透治疗方案。而

对于当地医院资源无法满足实际病患需求

的，或采取跨区分流血透治疗。

相关部门希望通过媒体转告病人和家

属，请他们耐心等待通知，医院一定会按照

轻重缓急，给予每位病患最及时最合适的诊

疗方案。 本报记者 王军 陈浩

昨天5时起，上海启动新一
轮核酸筛查。昨夜今晨，有多位
血透病人家属向“帮侬忙”发来
求助，小区封控、交通管制，就医
“绿色通道”到底如何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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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疫情“大考”，上海不少居民小
区仍在封闭管控阶段。而从昨天凌晨5

时起，新一轮核酸筛查开始了。民以食为
天，足不出户，居民最担心的就是家中无

粮，特别是蔬菜“断供”。连日来，“新民帮侬忙”
陆续收到多位市民求助，身处封闭小区中，如何

买到平价新鲜蔬菜？为此，记者整理了一份特殊时
期的购菜攻略。

求助后，居民被暖到了
封控半个月，食品蔬菜“弹尽粮绝”

求助
我所居住的小区已封控

了一段时间，家中的食品和

蔬菜已是“弹尽粮绝”。如

今，线下没法买菜，线上抢购

不到。而在小区内，我似乎

也没看到相关公告和物资供

应处。能不能帮忙咨询下相

关购买途径，以解我和家人

的后顾之忧。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191

弄居民 季女士

帮忙 >>>

季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居住的景华小区

从3月13日开始封控，如今半个月过去了，家

中的食物和蔬菜已经吃完，想要购买却总是

“无所适从”。“小区封控线下买不了，在网上

抢购但要拼手速，怎么也抢不到。”

记者与季女士所在的红旗居委会取得联

系。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小区提供三种

途径供居民选购蔬菜：

首先，组织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农工商

“线上超市”的宣传海报，居民可通过海报上

的操作流程购买所需物资；

其次，居委会组织建立了“叮咚买菜”共

享群，通知各楼组长将有需要的居民加入群

内。季女士可能没有留意相关信息，后续居

委会将加大宣传力度，做到“人尽皆知”；

再次，居委会将在严格落实封控措施的

前提下，在小区内不定时设点，让不会操作智

能手机的老人也能安心买到新鲜蔬菜。

工作人员表示，季女士如有需要可随时

联系居委会，他们将竭尽所能保障辖区内的

居民生活。3月27日，在居委会帮助下，季

女士买到了所需的生活物资。

在回复记者的微信中，季女士表示，必

须给社区干部为居民们的付出点个大大的

赞，“我必须为自己之前的‘误解’表达歉意。

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

本报记者 陆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