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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我的抗疫

我们是“葫芦娃军团”

海海
居邻居

9小时“救命手术”如走钢丝
定点医院救治有基础疾病的新冠患者

晚上八点半，保安送来食品快

递，妻子打开，是一只鸡，以为儿子

的订购来了。为图新鲜，连夜烧了

一锅鸡汤，早晨起来吃了一碗鸡汤

面。哪晓得，吃出事情来了。

物业管理来电话要鸡，说这只

鸡是301室订购的。我大吃一惊，

这快递盒上明明写着501室。其

实是发货者写错，这只鸡确实是

301室的。儿子来电话说，他订的

鸡下午1时才会快递来。哎呀，此

鸡非彼鸡，前后混了迹。我要向

301室付款，并检讨做事鲁莽，妻

子建议把还没烧的半只鸡送还物

主。我说不需要，妻说需要，两者

之间，争论不休。

这事弄得不好，邻居之间要“鸡

飞狗跳”，面红耳赤。各路亲朋好友

纷纷出谋划策，参与“鸡”（集）智。

综合起来，“鸡”谋如下：1.把

儿子寄来的鸡给人家；2.邻居互

吃，不失为一种友情交流；3.亲兄

弟明算账，要补差价；4. 天气热

了，不用耽搁，吃了再说；5.友好

协商，是解决的最好方式；6.把还

没烧的半只给人家，把儿子寄来

的再送半只，让人家一鸡两吃，有

获得感；7. 送半只，再付全鸡的

钱，比较完美；8.为避感染之嫌，

还剩半只不能送；9.直接把人家

买来的钱支付了事，再加几句表

示歉意；10.现在缺的是物资不是

钱，要还鸡；11.不用道歉，错的是

发货人，快递盒上写错房号，把儿

子订购的这只交给邻居就完事了；

12.若是“妻管严”，你就听老婆的，

如不是，也听老婆的……

难啊！

物业告诉我，这只鸡是 301

室花 88 元买来的，我似乎领会

“失主”的要求。于是做了三件

事：1.道歉；2.还款；3.把儿子订的

鸡送去，作为赔礼。防控要求，邻

居“足不出户”“无接触交流”。我

把鸡挂在“失主”家门口，转身返

回，微信通知。这家邻居通情达理，收款之后表

示，小事一桩，已经过去。送去的鸡坚决不收，

说他们已重新订购，况且冰箱已满。大费周折

的事，就这么简单解决了。

妻子提出把这只鸡送到需要的邻居。我家

对门502室住着刚结束单身的小沈，小区封控

当天，小沈和妻子都在父母家，小沈闻讯赶回新

居取电脑，准备折回与新娘一起居家办公，没想

到他再也走不出封控的门，“孤家寡人”地过了

20来天。于是，我们就把鸡挂到502室门口，然

后通知他。不料，没过多久，我们的家门被叩

开，是小沈来还鸡，说自己一个人吃不了。一转

身，他又捧来一把小点心，说是酥软小饼，适合

我们。

无奈之下，妻子又把鸡送给601室门口。

这家男主人出差非洲，因疫情回不来，女主人小

尤说自己团购了很多，母子俩一时用不完，要我

们把鸡留给自己用。妻子突然想起同楼层的另

一位老邻居，现住在同一小区的另一幢高层里，

于是发信息说要送去，人家来自福建，家有三代

六口，“大户”似乎需要更多的菜。15分钟后，

门铃响了，老邻居的媳妇晶晶手提一个礼包出

现在门口，她认为我们孩子不在身边，买东西不

方便，于是送来了一袋筒骨、一袋五花肉、一袋

鸡蛋。妻子趁机也递给她一个包，内有鸡、松

糕、卷心菜、洋葱，说若不收，请她把礼包带回

去。就这样，这只鸡终于送进福建人家。

封控，封不住跨越地界的情谊涌动。妻子

感慨，搬到这里十年多，过去老死不相往来，被

“陌生”封控。这次，小区被封控，邻里关系反倒

“解封”，发现自己的邻居这么好！好到踏破铁

鞋无觅处……大灾面前，万众共情，冲破阻隔，

天下同心。这可能是疫情之下，我们之间最重

要的“神药”。 烁渊 口述 赵雁冰 整理

“谢谢各位的帮助，手术顺利结束！”4

月12日早上5时，在华山医院宝山院区参

与新冠救治定点医院工作的普外科医生

宗华杰如释重负地在医护群里“报平安”。

从11日晚8时到12日早5时的9个

小时里，该院普外科医生尽锐出战，分成

两组团队，在其他科室配合下为两名重症

患者展开紧急手术。

原来，10日，12病区一位女患者突发

腹痛，CT提示消化道穿孔，伴随腹腔积

液，患者还有扩张性心肌病，外科会诊后

认为有急诊手术指征，但风险较大。经与

院外隔离的家属沟通，患者和家属对手术

治疗有较多顾虑，选择保守治疗。但医生

讨论后认为，放弃手术将没有生的希望，

只能暂时遵照患者和家属意愿，先尝试腹

腔穿刺引流，暂时缓解腹腔感染，为后续

治疗争取时机。经患者同意，顺利完成肝

肾隐窝、盆腔两处腹腔穿刺置管，引流出

腹腔积液。

同时，213病房另一例淋巴瘤患者出

现腹痛加重，且伴有高热症状。CT提示

有“消化道穿孔”可能，医生当即建议手

术，但患者因顾虑较多拒绝，救治组只能

暂时进行抗感染、补液和营养支持治疗。

由于“穿孔”问题不解决，穿孔导致的腹部

渗出和感染进行性加剧，后续发展可能不

堪设想，手术治疗也许能争取一线生机。

宝山院区常务副院长、定点医院院长

钦伦秀随即组织多学科对两名病患联合

会诊，认为在多学科团队支持和配合下，

手术有希望为患者争取生的机会。终于，

患者和家属同意了手术。

11日晚8时，手术团队上阵。第一例

患者检查提示，其BNP值（判断心衰程度的

重要指标）高于正常人百倍，很难在术中满

足全身血供，麻醉难度和危险程度非常

大。经过艰难手术，病人随即转到ICU，因

患者有严重心衰，后续仍需闯过难关，救治

团队时刻待命，争取创造奇迹。12日凌晨

1时30分，团队接力开展第二台手术。术

后患者病情改善明显，目前已趋于平稳。

据悉，随着华山医院宝山院区转型为

新冠收治定点医院，伴随基础疾病的患者

增多，在华山总院支持下，宝山院区定点

医院成立危重患者救治专家组，迄今，这

里已开展包括普外科、神经外科、心脏PCI

等多台紧急手术。 本报记者 左妍

“团长”小传：
张嫚兮 社区公益抗疫团购发起人

之一，虹口区石油新村“团长”。

从4月3日起，张嫚兮组建了多个团

购群，帮助不同小区团购，不到两周，受

益居民超2500人。

“团长”自述：
石油新村小区老龄化程度高，上了年

纪的居民不太会用购物软件和微信，有的

人家里甚至没有Wi-Fi，更别说线上买菜

了。封控期间，很多家庭储备不够，考虑

到小区缺少有效的团购组织，我又是广告

公司运营策划出身，较熟悉流程，就自告

奋勇当起“团长”。4月3日，小区团购群正

式上线，没想到，运行会那么难。

首先是“拉人”难。刚进群的基本

是年轻人，老人大多不知道也不会用，

于是发动大家上门“拉人”，对于不会操

作的老人，就由邻居协助。

其次是成团难。小区初期团购人

数有限，但很多团购是50单起送，我们

只能跟着别的小区团购群小程序抢单，

十分费劲。机缘巧合下，我找来周边小

区居民入群，随着更多人加入，团购规

模日益壮大。

最棘手的一环，还是找靠谱的供应

商。我起初是找官方发布的供货渠道，

发现竞争太大，于是转而到朋友圈找机

会。有赖于本身职业所带来的人脉优

势，我逐渐找到多个货源，当然也踩过

坑，贴过钱，但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

睛”，基本跟对方初步交谈几个问题，就

能判断八九不离十。

疫情之下，邻里间的守望相助让我

动容。我当“团长”的初心，是为了让更

多的人受惠，坚持价格是唯一标准、零

利润直供。目前，我们团队有七个人，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我戏称是“葫芦娃

军团”。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整理

开栏的话

帮团米、帮团菜、帮团药……疫情下，他们是团购群最忙碌的人；封控中，他们是社区里最
温暖的人。我们都爱叫他们——“团长”。

不少人满怀感激地点赞，“这是群靠谱的人，这是可以信赖的依靠！”表达感谢的方式，或许
是让更多人知道“团长”们的奉献和付出。

今起，本报推出短视频栏目《“团长”的故事》，期待您提供线索，一起来记录“我的团长我的
团”，让我们在同舟共济、同心抗疫中，一起加油，一起守“沪”！

线索提供

1.请用简单文字描述你身边的“团长”，留下他（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2.请将线索发送至电子邮箱：27317742@qq.com

团长
的故事

1张嫚兮：

让他们吃得好点 我也有幸福感
“爱心厨娘”为高龄独居老人每天翻花样

疫情期间，独居

老人如何解决一日三

餐是大家尤为关注的

问题，嘉定某小区居

民志愿者盛佩珍是老

人们身边的“热心

肠”。助老餐停供后，现年60岁的她通过

居委会得知小区里有几位高龄独居老人

无法自行做饭，便主动化身“爱心厨娘”。

4月5日下午1时，虽然距离晚饭点还

很久，但盛佩珍就忙得不可开交，一进厨

房，浓郁的粽叶香弥漫开来，盛佩珍正为

老人做赤豆粽、肉粽。她说，老人年纪大

了，牙口不好，又都挺想吃些点心，于是就

想给他们加个餐，“刚好家里有粽叶，老人

们又爱吃，就多做一些带给他们”。

考虑到老人不能吃得太油腻，盛佩珍

特地挑出油肉。2小时后，30多个绿油油

的粽子就大功告成。对盛佩珍来说，这才

刚刚开始，蒸粽子时，她又忙着淘米、切

菜。炒菜时，她特意拿出柜子里的无碘

盐，“几位老人甲状腺不好，特地买的，都

是少油少盐，吃得清淡些。”盛佩珍说。

一个多小时后，红烧大虾、莴笋炒蛋

……一道道拿手菜出锅了，来不及喘口

气，她又急忙从柜子里拿出打包盒，喊来

家人帮忙装菜，生怕热气多“跑”出一丝。

“每天基本都是不一样的菜，前两天

还做了饺子、三角塌饼，让老人们营养充

足的同时，还能换换口味。”实际上，盛佩

珍家里有五口人，每天伙食量还很大，而

这时候还要给老人换花样做饭，那么多菜

品都从哪里来，盛佩珍告诉记者，因为她

的背后有着一家人的给力支持。“我自己

不太会网购，我女儿、女婿就会主动问我

缺什么，一早想办法帮我在网上买，而且

现在家里还有居委发来的‘蔬菜套餐’，食

材还是很充足的。”

在盛佩珍影响下，女儿政荔报名成了

小区志愿者，帮忙分发物资。“我老妈每次

跟我说老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感谢时，就

感觉她整个人都在发光，那种幸福感，我

很受触动，作为年轻人，这时候肯定是能

出就出一份力。”政荔说。

事实上，与这些老人结缘不是因为这

次疫情。盛佩珍说，自打几年前退休后，

闲不下来的她就报名成为小区志愿者，

“当时社区里有几位独居老人，急需帮助，

我想我跟他们年龄差距也没那么大，交流

肯定没问题，就同意跟他们结对了”。

从那时起，平日里上门陪老人话家

常、解决他们的“急难愁”、逢年过节送上

礼物等成了盛佩珍生活中的一部分，“都

有感情了，而且老人现在不能出门比较

压抑，内心是非常脆弱的，我最清楚他们

缺的是什么，他们也需要我，这时候，我

不站出来，谁站出来。”盛佩珍说，“将心

比心，我也会老，到那时候，我也会想这

么被呵护。”

通讯员 周玉林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