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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

我母亲刚做完结肠癌手术，现在正处

于化疗阶段，需要配合服用“卡培他滨片”

来抑制癌细胞。现在，家里已断药好几

天了。我很担心，如果吃不上药的话，我母

亲的病情会复发！

浦东新区祝桥镇 黄女士

■ 杨浦区五角场的俞先生求
助：家中有80多岁老人独居在杨浦
区市光二村82号，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也不太会烧菜，一天只吃一顿。

因小区封控，家人无法前往照顾。

4月12日，记者联系后，居委会

表示，最近志愿者和楼组长都在关心

老人，帮她订购了“老人餐”。但因馒

头、水饺等生活物资团购较难，又考

虑到老人牙齿不好，在发放第二批物

资时，特意为老人多配送了鸡蛋。经

协调，老人的家属为她购买了能简单

操作的食物，待配送到位后，居委会

将派志愿者送到老人家中。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 梁群

■ 宝山区高境镇的张女士求
助：80岁的母亲住在宝山区逸仙路
1321弄。老人不会用手机，无法上网

买菜，之前发放的生活物资即将耗尽。

记者立即与相关部门取得联

系。4月11日下午，经过多方协调，高境

镇向辖区内居民小区发放蔬菜、肉类等，

张女士的母亲也收到了生活物资。

本报记者 徐驰

■ 闵行区莘朱路的黄先生求助：岳
母患有房性早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需

服用“喜格迈”“诺欣妥”和“美达信”。由

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停诊，附近其他

医院又没有这些药品，老人处于断药

状态，近几天不时出现胸闷等不适症

状，家里人十分担心。

记者联系到黄先生，告知可以尝

试通过互联网医院配药，或使用“饿

了么”“闪送”等App让配送员代为线

下买药。4月12日，黄先生回复称，

通过“跑腿”服务，他买到了两种药

物，只剩“喜格迈”还没配到，后续会

继续尝试购买。 本报记者 夏韵

■ 黄浦区合肥路的胡先生求
助：妻子两年前得了天疱疮，这是一
种会危及生命的免疫性疾病。妻子已

四次住院治疗，必须使用大剂量激素

控制病情。服药治疗又导致骨质疏

松，去年底不小心摔倒后导致腰椎骨

折，要坐轮椅。之前每个月，我都要帮

妻子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配药，

但目前由于小区封控无法出行。

记者了解情况后，迅速联系淮海

中路街道和胡先生所住小区居委会，

经过沟通，同意胡先生在做完核酸检

测确定阴性后前往医院配药。4月

12日晚9时许，胡先生来电称，已和

相关方面确认了配药方案，燃眉之急

得到解决。

本报记者 王军

■ 静安区镇宁路的邵先生求助：自
己是肝癌患者，一直在服用靶向药，每个

月都需要去医院一次，抽血检测肝指

标。但由于小区封控，现在家中已

经断药。

4月11日上午，经记者联系后，

邵先生所在的静安寺街道美丽园小

区居委会已安排邵先生前往医

院就诊。随后，邵先生回复

记者表示，他已在中山医

院检查治疗，并配到了

自己所需的靶向药。

本报记者 杨玉红

疫틟·忙�쎦，来삭튻웰살

患结肠癌母亲缺药
已走“绿色通道”配到

求助

我居住的华师大二村封控至今，不少

居民家的粮食、蔬菜等生活物资告急，特

别是小区内老人居多，大多不会网上买

菜，小区居委会又人手不足，难以面面俱

到，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给予居民基本生

活保障。

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 王女士

帮忙 >>>

王女士说，华师大二村是典型的老旧小区，

现有约320户居民，老人又占绝大多数，其中不

少还是大学退休老师。4月1日，小区实施封控

后，街道派发过一次生活物资，但蔬菜种类和数

量都很有限，居民家中的储备很快就“见底”。

很多老人因子女不在身边，对网上买菜有心无

力。即便是年轻住户，想参与社区团购，也因小

区规模太小，很难凑够拼团起送的份数。居民

们多次向所属长风三村居委会反映，但因服务

范围涉及三个小区，支援力量是捉襟见肘。

记者联系后，4月12日上午，长风新村街道

紧急协调，迅速将一批新的生活物资送达小区，

包括蔬菜、鸡蛋、豆制品和盐水鸭等，确保每户

一份，志愿者们分装完毕后，已送到所有居民手

中。许多热心市民和企业在了解情况后，也纷

纷伸出援手，华师大二村附近的一家保供企业

临时调配人手，为每户居民送来了一大盒馄饨，

后续也将继续援助物资。

4月12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表示，华师大

一村、二村是学校不少离退休教师的居住地。

自疫情发生以来，学校高度关注关心他们的生

活状况，组织院系和相关部门主动与退休教师

加强联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封控在社区

内的在职教师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及时为

社区居民排忧解难；学校也积极沟通协调相关

部门，师生校友纷纷捐赠急需物资。目前，居

民家中的困难已得到缓解。 本报记者 房浩

帮忙 >>>

黄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和母亲住在千汇路

1000弄祝和苑小区。3月底以来，小区一直处

于封控状态。“我母亲今年70多岁了，一直需要

服药，来配合抑制肿瘤细胞，巩固手术效果。但

是，药却已经用完好几天了。”黄女士无奈地表

示，之前，她在网上购买过一批药物，但也由于

疫情原因，配送受阻。

了解情况后，记者立即与祝和苑小区居委

会取得联系。工作人员表示，会为有紧急求医

配药需求的居民开启“绿色通道”。随后，黄女

士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取得联系，预约了

就诊时间。4月11日，在居委会开具“临时就医

出门单”后，黄女士陪同母亲赶到肿瘤医院配好

了“救命药”。“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激！”回到

家后，黄女士给记者来电致谢。本报记者 徐驰

让更多物资及时送达
“保障市民的菜篮子，我们责无旁贷，一

定全力以赴！”作为本市重点保供企业，美团

率先响应，加入公益联盟。公司负责人介

绍，美团通过上线社区集单服务、开放社区

团餐、投入自动配送车等举措，尽力保障基

本生活物资的供给，同时开通“应急帮手”服

务，为老人、孕妇、残障人士等一些特需人群

解决生活困难。“让每份订单尽快落地、将每

份物资安全送达，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战斗在保供一线的，还有上海清饮贸易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伟炼，连日来，从对接货

源、协调运输车辆，到调配人手送货上门，

她忙得不可开交，在看到新民晚报发出的

公益联盟召集后，立刻代表企业报了名。

“虽然压力很大，但特殊时期能为市民多提

供一些物美价廉的新鲜菜品，我感觉很自

豪。”昨晚，她为近千户居民争取到了“杏花

楼”的面点套餐，今天一早已顺利发货。

光明乳业也积极加入公益联盟“战

队”，公司表示，将一如既往肩负起百年乳

企的社会责任，全力以赴保障供应，满足市

民饮奶需求，为抗疫贡献光明力量。

求医求药“绿色通道”
疫情之下，市民就医配药成了难题。

“最近看到不少患者在网上发帖求助，我们

也感同身受，愿意发挥专长，为他们就诊配

药出一份力。”上海泰坤堂中医医院院长黄

小平还规划好了“三部曲”，一是借助医院

和“战疫 ·帮侬忙”融媒体平台开设名医健

康科普直播；二是利用互联网医院提供线

上免费咨询；三是针对需要配中药的患者

提供部分区域送药上门服务。

医疗服务连锁机构曜影医疗也主动“请

缨”，愿为市民求医求药开启“绿色通道”。据

介绍，曜影医疗前滩门诊部已恢复开诊，互

联网医院也如常开放。过去两周，仅送药上

门就完成600多单。医院正考虑开通专为独

居老人服务的医疗热线，方便患者诊疗。

上海国宾医疗中心来电称，愿为市民

开展医疗抗疫指导并提供防疫中成药。

上海繁花公益也计划对有抑郁情绪的

青少年开展免费心理疏导。

抗疫是每个人的责任
今天上午，上海大学对外联络处处长、

校友办主任陈然找到本报，说对公益联盟

所蕴含的互助理念深表赞同，“众人拾柴火

焰高，越是疫情严峻，越是需要大家同舟共

济，今天不仅我自己要报名，还要发动上大

的校友一起奉献爱心、接力扶助。”

陈然说，上大有30多万名校友活跃在世

界各地，他们中有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也有

乐于助人的社工机构负责人，借助“战疫 ·

帮侬忙”公益联盟平台，可以将这些宝贵资

源聚合起来，不管是捐赠防疫物资，还是帮

困扶弱，一定全力以赴。“抗击疫情，是上海

每个人的责任和担当！” 本报记者 房浩

一批企业组织个人加盟“公益战队”

老旧小区居民储备告急
基本生活物资紧急送达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守护上海，你我同行！昨天下午5

时，新民晚报“战疫 ·帮侬忙”融媒
体平台在上海市志愿者协会指导
下，于今日头条、抖音平台发起
“‘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召集
行动，旨在凝聚更多志愿公益力
量，为市民解决生活保障、求医求
药、急送急运等方面的急难愁盼。
“召集令”发出后，网友们纷纷

点赞、转发，留言“应征者”更是络
绎不绝。截至今天上午8时，短短
15个小时，已有10家企业、6家公
益组织和180位市民报名加盟“抗
疫战队”。涓涓细流汇成大爱，点
点微光温暖申城，感谢每一位在特
殊时刻“站出来”的好心人。阿拉
帮阿拉，大家助大家——战疫 ·帮
侬忙，阿拉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