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刘靖琳
视觉设计/窦云阳

2022年4月1日
星期五9

962555

战
疫
呼
有
应

扫码看“战疫 帮侬忙”

战
疫
·

求助

我的妻子今年2月生下一对双胞胎。但因为

是25周极早产儿，一直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东院救治，每天我都要给孩子送去母乳。上海启

动新一轮核酸筛查后，要求“足不出户”，我这个

“超级奶爸”几乎寸步难行。没法送奶，我的两个

小宝宝可怎么办？！

浦东新区南林路658弄银杏苑 张先生

帮忙 >>>

“已经40多天了,我的两个宝宝还住在一妇

婴东院，每天嗷嗷待哺，都在等我送去母乳！”电

话那头，传来的是张先生满满的焦虑。他告诉

记者，为了能在疫情下安全“送奶”，他按照医院

要求，每天必做核酸。“说实话，这么多天，我生

怕被封控，每天夜里都不敢回家睡觉，窝在自己

车里，闭环熬过了一个个晚上。”张先生说，想到

孩子，自己什么苦都能吃。但现在碰到的事，让

他实在无能为力，新一轮核酸筛查启动后，我出

不了门、车子更上不了路，“要是耽误了孩子，那

可真是天大的事！”

接到求助后，记者与东明路街道取得了联

系，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接到了张先生的申请，

将尽快核实、提速办理，联系居委会在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特事特办，给出“人性

化”的解决方案。

3月30日晚上，张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欣喜

之情溢于言表，“街道开启‘绿色通道’，给我开了

出入证明，我这个‘奶爸’又可以送奶了！我替我

的孩子们谢谢所有人了。”

本报记者 杨硕

特早产双胞胎 嗷嗷待哺
获特批送母乳 奶爸安心

帮忙 >>>

黄先生的母亲已经70多岁，患有尿

毒症多年，每周二四六都会去仁济医院

东院血透，病情控制稳定。3月24日做

完血透回家后，所住小区即被封控。因

为预约和闭环转运等问题，3月26日的

血透没有做成。为此，黄先生多次拨打

小区所属居委会的电话，街道和居委会

一次次帮着联系、上报。“错过一次血透

后，我母亲已经开始头晕、抽筋了。”万分

焦虑之下，黄先生又向12345市民服务热

线反映了情况，很快就得到了居委会反

馈：已在协调各方面资源，加紧安排。

记者与仁济医院东院血透室取得联

系。对方表示，目前封控小区的血透病

人有两个渠道可以申请“绿色通道”：一

是所属小区居委会上报，由街道闭环转

运至定点医院血透；二是由卫健委系统

统一安排。

3月29日深夜，黄先生接到居委会

反馈电话，可前往指定医院血透。3月30

日，黄先生和母亲在社区闭环转运下，来

到了医院。但因为突发情况，医院临时

封闭，还是没有做上血透。“错过两次血

透，我母亲身体不适越来越多，精神也快

崩溃了。多亏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反复劝

解，承诺她‘第二天还会派车送到医院’，

老人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为了能让黄先生的母亲能做上血

透，在街道、居委会与相关部门反复沟通

的同时，记者也连夜多方求助。3月31

日上午9时，黄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做

上血透了！街道把我母亲安排在了她一

直治疗的仁济医院东院血透室，接下来

每周三次的定期血透都有安排了，阿拉

一直吊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帮忙 >>>

夏先生说，去年12月，他的母亲王阿

姨被查出患有间皮瘤，为一种不多见的

恶性肿瘤，随即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治疗。夏先生帮母亲申请了癌症

基金补助。“现在的治疗方法是一种双免

疫治疗。”夏先生说，其中用到两种药，都

是新药。第一种叫“欧狄沃”的药，每针2

万多元，两周一针，第一阶段自费3针后

免费援助3针；第二阶段自费3针后，余

下的“在一个申请年度内”可全补助；第

二种叫”逸沃”的药，每针2.8万元，六周

打一次，自费1针后可享援助。

目前，王阿姨的第一种药已自费了3

针，第二种药也自费了1针。然而，她在

享受援助时遇到了困难。夏先生告诉记

者，根据中国癌症基金会的规定，必须上

传相关材料。在医院药房领取援助药物

时，还必须出示医生开具的两份“医学评

估表”（原件）。“我因为这段时间被封控

在家，只能托朋友去医院拿回了评估

表。可我的朋友现在也被隔离封控，再

加上这两天新一轮核酸筛查，交通管制，

这两份原始材料就被封在了朋友浦东的

家里。”

夏先生表示，关于这两份材料，他

实际上已按要求上传。他希望，相关方

面在特殊时期执行相关规定时，能否

简化程序，采取更加人性化的办法？

记者致电中国癌症基金会欧狄沃患者

援助热线，将相关情况向工作人员作了

反映。

3月30日下午1时，夏先生给记者发

来微信语音，感谢癌症基金会急病人所

急，特殊时期变通处理。随后，癌症基金

会回复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记者，已

同意夏先生朋友的家人，采用远程视频

方式“对了下眼神”，向基金会展示、确认

那两分材料的有效性。下午1时35分，

夏先生告诉记者：这次的2针药（2种

药），都领到了！

本报记者 陈浩

帮忙 >>>

记者从李女士处了解

到，3月25日晚11时许，老

人被转移到指定宾馆隔离，

“他现在进食困难，连水都喝

不下去，这两天几乎没怎么

好好吃东西，不知能否转去

医院治疗？”

记者随即拨通了老人的

主治医生电话。对方表示，

自己也在酒店内隔离，目前

无法为老人诊疗。主治医生

说，他已添加了家属的微信，

每天与家属保持通话，告诉

他们如何教会老人用最简单

的办法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家属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和

我视频通话。”

“我公公平时连自己冲

奶粉的力气都没有，现在又

由谁来照料他？”对于家属们

的担忧，主治医生称，老人可

随时摁“紧急呼叫”按钮，相

关人员会在第一时间做好

防护后，进入老人的房间给

予帮助。对方强调，目前情

况下，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

守防控要求，老人在病情稳

定的情况下，是无法转到医

院治疗的。如果一旦意外

情况发生，隔离点有最完善

的保障应急措施，专业人员

将立刻准确高效地处理各

类问题。

记者将医生的反馈告知

李女士，家属表示理解。随

后，李女士又给记者回电说，

已和老人通过电话，他在隔离点已得到妥善

照料，身体状况没有太大问题，“我们也告诉

他可以使用‘紧急呼叫’，随时找到工

作人员帮忙。相信有这么多人的关

心，我公公一定会平安无恙。”

本报记者

徐驰

老太已错过两次血透 不能再等了
街道居委会多方沟通 妥当安排好
求助

我所住的小区封控后，

母亲已有多日没有接受血透

治疗，目前已出现头晕、抽筋

等症状。我们一家人焦急万

分，不知如何是好。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

黄先生

评估表被“封”两万元抗癌药没法领
远程“对眼神”人性化简操作拿新药

求助

我的母亲身患

恶性肿瘤，由于两份

原始材料因疫情封

控拿不到，原本3月

22日就要用的癌症

援助药一直没法领

取，这让我和母亲十

分无助。

市民 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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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公80多岁了，患食管癌晚期。3

月25日，老人在医院化疗。在做好增强CT

检查、办好住院手续后，被封控在了医院内，

晚上又被转移到宾馆。目前，老人独自在宾

馆房间内隔离，无法照料自己的起居，我们

家属十分担心。 徐汇区 李女士

▲

夏先生母亲的随访

医学评估表最终采用

人性化方法被基金会

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