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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抑郁症患者断药
民警秒变“跑腿哥”

求助

我的丈夫患有重度抑郁症，是在册精神疾病患

者，每晚必吃“氯硝安定”药片，才能入眠。我们所住

的小区因疫情封控，一直无法配药。目前我丈夫已断

药超过2周，导致他每晚失眠、胃部抽筋，病情加重，

请求帮助。

市民 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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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失联”小辈揪心
居委关爱 阿婆安好

求助

我外婆是82岁的独居老人，没

有手机，还有一点失聪。因为疫情

关系，家人们都在各自小区内封控，

无法按时探望。两天前，老人来电

话说：“家里吃的东西都快没了。”而

更让人忧心的是，挂断电话后，老人

就“失联”了。外婆到底有没有事？

谁能帮我们去照看照看她？

浦东新区 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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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病人长期在位于源深路上的

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开药，病历档案也

在医院内。“我曾想着让居委会开具出入证，让

丈夫自己骑电瓶车去医院配药，可他的精神状

态十分糟糕，骑车都骑不动，而走路去医院更

是不现实。”顾女士说，左思右想之下，她想请

居委会代为配药，但居委会干部目前也在居家

隔离中，实在是无能为力。考虑到急救资源十

分紧张，顾女士也没有拨打120求助。

记者知道情况后，于4月1日晚联系到了

浦东新区警方。没过多久，南码头路派出所

民警林为彬“接单”了。当晚9时许，他赶到顾

女士所住的小区，取走了病人的医保卡。4月

2日一早，林为彬就赶到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

心代为配药。可遗憾的是“氯硝安定”药片暂

时缺货，在征询顾女士意见后，林为彬为她的

丈夫配了其他辅助类药物。

“氯硝安定”到底去哪儿能配到？在记者

联系下，4月3日，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致

电顾女士告知解决方案。对方表示，目前这

一安定类药物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有货，

建议病人提前网上预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门诊。预约成功后，由医院呼叫120救护车，

浦东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人员会陪同病人一同

前往市精神卫生中心配药。

本报记者 夏韵 潘高峰

配药小贴士 >>>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微信公众号

“上海精神卫生飘扬的绿丝带”上，发布了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药物维持治疗应急响

应方式”。如果患者面临断药，又无法来医

院，建议将情况告知小区所属居委会，请相

关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持患者本人的就诊卡

来院代为配药，或者请居委会开具出入证

明，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前提下，自

行来院配药。如果因疫情原因，暂时无法取

得医保卡，可以由代配药者用患者本人的信

息（病人的身份证号）办自费开药（仅限患者

原来系统中已有的处方药品），之后可向医

保中心报销，代挂号配药者需要出示自己的

身份证。

▲ 民警接“跑腿单”

1.市民沈女士求助：我阿姨一家三
口都是盲人，居住在浦东新区周家渡街

道，因所在小区有确诊病例，已封闭十多

日，无法通过网络平台买菜。

4月4日下午，记者在联系求助人

后，已帮沈女士的阿姨一家对接上了街

道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将为其提供基本

生活保障。 本报记者 吕倩雯

2.普陀区镇坪路的石先生求助：家
中孕妇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但出现孕

吐，患有甲亢和“小三阳”，导致身体营养

不良，需要去医院做糖耐、抽血、B超等多

项孕期检查。现因居民楼被封控，不知

到时能否去医院体检。同时，家里生活

物资短缺，孕妇需要的牛奶、鸡蛋、肉类

等食物都“断供”了。

记者联系后了解到，该孕妇4月6日、7日

需要去上海市同济医院产检，经与居委会协

调，在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前提下，可申请开

具出入证。记者还向求助人提供多个团购渠

道，可补充生活物资。 新民周刊记者 杨维格

3.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的刘先生求助：3
月30日我妻子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被诊

断为胎停，并有出血情况，需要尽快手术，否则

有不孕不育的危险。原计划3月31日安排手

术，但因小区封控没能做成，之后又面临浦西

封控管理，担心万一发生紧急状况该怎么办？

昨天，记者致电关心询问，刘先生表示妻

子情况目前还算稳定，计划在小区解封后就去

手术。记者告诉刘先生，封控期间如有特殊情

况，可与居委会联系开具就医证明和出入证，并

向其提供了彭浦新村街道就医保障热线电话

及静安区城运中心24小时服务热线

电话，同时如有后续需求，可继

续与本报联系。 本报记者 范洁

4.嘉定区徐行镇的沈先生求助：只
有6个多月大的孩子之前“挂水”时留下

的针头没有拔。与此同时，由于小区封

控，家中基本生活物资也十分缺乏。

本报联系徐行镇政府后，相关部门

十分重视。4月3日，医护人员赶到沈先

生家中，帮婴儿取下针头，村居也配送了

蔬菜等紧缺物资。 新民晚报 张泽茜

5.松江区佘山镇的沈先生求助：半
个多月来我在浦东新区街镇参加疫情防

控工作，一直没有回家。妻子是高龄产

妇，独自在家待产。这些天，她由于情绪

不稳定，出现咯血等情况，这让自己天天

牵肠挂肚，不知道如何是好。

记者帮忙联系后，沈先生小区所属

海珀佘山居委会立刻将情况上报镇里，

派出专车将沈先生的妻子紧急送往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南院就

诊，经检查没有大碍。目前，相关方面已

为“准妈妈”预约复诊，将确定更具针对

性的治疗方案，确保大人和胎儿平安。

本报记者 王军

6.浦东新区浦电路218弄潍坊五村的
杨女士求助：父亲患有高血压需长期服
药，母亲患有糖尿病需打胰岛素，而从3

月13日起小区封控到现在，各种治疗

药物都没有了。互联网医院因没有

就医记录不能开药，子女因被封控

也无法替父母买药。

记者联系后，4月3日下午，

潍坊五村所属居委会立即为

两位老人加急登记。随

后，志愿者为他们买到

了相关药品。

本报记者

陆常青

帮忙 >>>

毛女士的外婆一直独居在浦东新区

雪野二村34号。平时，都是由家人每周

“轮班”，安排好固定时间去照顾她，帮她

做好一日三餐。封控期间，大家都“足不

出户”，但对于老人的生活状况，家人们是

牵肠挂肚，每天都要通上几次电话，嘘寒

问暖。

但毛女士外婆的脾气十分固执，就像

个“老小孩”，再加上耳朵听不清楚，无论

家人如何劝慰，都无法理解。毛女士说，

由于好多天没看到家人，外婆“很委屈”

“很生气”，“前天她在电话中突然不停埋

怨：‘家里快没吃的了，你们也不来看我，

是不是不想管我了。’一说完，她就挂断了

电话，我们再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

这下子，全家人急得团团转。“一开始

我们还以为外婆只是赌赌气，但两天了，

电话都快打爆了，就是没人接！”毛女士的

话语里充满了不安，“老人年纪大了，又没

有手机，只靠家里一部座机联系。她没法

上网抢菜，吃饭怎么办；她耳朵也有点背，

平时都不太下楼，真怕她发生意外啊！”

接到求助后，记者赶忙拨通了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得知老人已经“失联”两

天，工作人员立即派发紧急工单“提速办

理”，迅速联系老人所在的街道和居委

会。没过多久，焦急万分的毛女士接到

浦东新区周家渡城运中心电话。工作人

员回复称，已经第一时间对接上了老人

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原来，在小区封控

前，雪野二村居委会就已经关注到了辖

区内独居老人的生活问题。对方表示：

“居委会早已送菜上门，接下来他们还会

根据老人的饮食习惯和需求，为她度身

定制配送‘菜单’。老人还提出，眼睛不

好想配点眼药水，街道也已上报，安排送

药上门。”

得知外婆一切安好，毛女士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更让她感动的是，居委会了

解到老人的性格执拗，表示今后送菜送药

时会开解老人，帮她做好心理疏导，让阿

婆保持与家人的和谐沟通。毛女士告诉

记者，社区干部对她说的那句“大家好，一

切就会好”，让自己心里暖暖的。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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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接到求助请求后，
黄浦交警来到罕见病儿洛洛的
家，护送母子俩过江前往浦东的
儿童医学中心就医。
本报记者 萧君玮 摄影报道

交警护送
罕见病儿
过江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