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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胃痛群中求药 邻居援手细致暖心

因
为
每
一
句
话
都
有
意
义

日记我的抗疫

“您好，市120，请讲！呼叫地

址是哪里？病人有什么症状，有

发热吗？请留下联系电话！所属

小区是封控小区吗？近期有没有

做过核酸，检测是什么结果？请

保持联系电话通畅……”

上海疫情告急，4 月初，市

120急救中心紧急招募电话话务

志愿者。在市血液中心工作的我

是首批加入市120急救中心急救

话务员队伍的30名卫生系统志

愿者之一。

志愿者的工作是从上午八点

到下午三点，刚去的几天，高峰期

的电话铃声几乎让我的耳朵嗡嗡

作响，无数次的接听、派单几乎让

我的大脑崩溃。记得有一天，我

离开急救中心的时候，当日呼入

量已经达到了6万多次，后来，我

特意关心了一下，那天的总呼入

量是9万余次，是去年日均来电

的12倍多，达到了史上最高。

“时间就是生命，铃声就是命

令。”在这特殊时期，居民出行不

便，患者的各种就诊需求，不论是

急症、透析、产检，还是复查、配

药、换药等都会来电。我的岗位

就在120调度指挥中心，片刻不

停地接听电话、记录信息、开出派

车单，恨不能再多长出一双手。

要在最短时间内从家属的来电中

提取有效信息并且梳理出紧急和

非紧急的情况，不光是电话那头

的市民的情绪焦灼，这头的我，也

要时时压抑内心的焦虑，耐心倾

听，细心解释。这时候，我也真正

体会到，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调度中心的80多名工作人

员都很年轻，他们每天工作近16

个小时，吃住在单位，往往是一边

“吞饭”一边还努力地接听着电

话，他们无疑是全上海讲话最多

的人，只为了让更多市民的安危

能够被托付。调度员中还有位准

妈妈，和大家一样，克服孕期的生

理不适，坚守在调度岗位上，大家担心她的身

体，她总是回答：“我身体素质好，可以的！”由

于长期坐着，很多人都患有慢性疾病，有的咕

噜咕噜不停喝水，是由于劳累血糖又高了；有

的撑着腰、站着受理电话，是因为腰椎病又“找

上门”了。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着、坚持着，再坚

持着，没有一个人落下。

为了应对激增的应接量，市120急救中心

和我一样的行政人员也都冲上了调度一线，

喉咙哑了，眼睛肿了，牙龈肿了也要划出那一

道“生命的光”，对得起那一身医务白。每个

人都在尽最大可能及时接听每个电话，确保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患者的信息收集，问清主

诉、问清地址、联系方式等，第一时间派出急

救车。我深深体会到，能在这个岗位坚持下

来的人，凭的是担当，更是出于对生命的敬

畏，对这座城市的浓浓的爱。

在我接到的电话中，有新冠病人的求助，

也有身体不适、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的市民，有

被封控打破平静待产生活的准妈妈，也有逗猫

被抓伤需要紧急打狂犬疫苗的小男孩……一

些轻伤患者，通过电话指导，自行消毒、包扎等

操作处理了伤口；有的通过社区的帮助，解决

了用车问题，很多人主动取消了叫车。他们

说，在特殊时期要把救护车的宝贵资源留给

真正需要的人。在做志愿者期间，其实承担

着更多的是安抚和咨询的工作。每次接完电

话，我都要深呼吸来平复心情，很多市民虽然

正面对着各种困难，但他们都克制着自己的

情绪，努力配合，这份承担和坚忍常让我忍不

住湿了眼眶。

我们的城市会好起来吗？我的回答是会

的。因为定义这座城市的正是这些努力奔跑

的人们。 孙蕴华 口述 吴南瑶 整理

邻里情是最珍贵的作品
团长
的故事

2雷敏艺：
■“团长”小传
雷敏艺 视觉艺术工

作者、摄影师，长宁区虹桥

国际大厦公益“团长”，在小

型社区组织了多次团购。

■“团长”自述
4月11日晚，当满载

鸡蛋的货车开进虹桥国

际大厦时，我和志愿者

们忍不住欢呼雀跃。因为，我终于帮我的

邻居们实现了“鸡蛋自由”。

小区封控前，我曾在“先锋上海”平台

上申请成为党员志愿者。由于我没有完成

三针疫苗的接种，不符合招募条件，心里着

实有点遗憾。过了几天，邻居家中生活物

资开始紧缺，大家都挺着急。于是，我觉得

自己应该站出来帮小区做点事，就自告奋

勇成为了小区第一位“团长”。

毛遂自荐当上“团长”后，当务之急就

是找到合适的团购渠道。我所在的虹桥国

际大厦只有100多户人家。放在平时，不

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如今，人少反而成了团

购的“拦路虎”。很多商家的成团数量动辄

上百份，我们小区往往无法达标。

我曾加过小区附近的菜场肉铺和水果

店的微信群，没想到，无心之举如今帮了大

忙。这成为之后我们小区团购的主要供货

渠道。当物流和外卖都基本暂停时，就近

选择供应商才是应对当下的“王道”。

团购鸡蛋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

当时谈好的一个订单是30个鸡蛋30元。

好不容易凑到了100份的起团量，可大家付

款后，商家把单份（注：30个鸡蛋算一份）价

格从30元涨到了35元。虽然金额不多，但

不能就这样吃“哑巴亏”，我随即投诉了这

个商家，同时开始寻找新的渠道。这时，有

邻居提供了一家面包房的鸡蛋供应商，我

们的“鸡蛋天团”才得已成团。

我是一名摄影师，受疫情影响，外出拍摄

的机会少了很多。但成为公益“团长”以来，我

感受到了小区中浓浓的邻里情。于是，我用

镜头记录了很多温馨的瞬间。我想，这将成

为我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一组作品。

、 本报记者 吕倩雯 整理

这份代配药指南很友好
剪下药盒、写全信息，3天解决近200单诉求

4月13日，上海下了近半个月来的第

一场雨。普陀区秋水云庐居委会的办公室

里，党总支书记高伟俊持续不断地接着电

话。“好的，我记下来，你别急。”他面前的文

稿纸已写满了好几页，这是当天的配药需

求。电话还没放下，志愿者吴冰健和张同

学穿着防护服进了屋，他们从居民手里收

来了配药的相关材料。

这天，负责外勤的小吴要去曙光医院

和瑞金医院取药，根据他规划的路线，来回

差不多10公里。屋外风大雨大，小伙子在

防护服外套上了一件红色薄膜雨衣。在路

边解锁一辆单车，出发。

不到30分钟，那件红色雨衣刺破雨

幕，出现在曙光医院门外的小路上。吴冰

健麻溜地上楼，提交材料，取到药品后，塞

进用黄色塑料袋包裹的背包里。又解锁一

辆单车，再次高速冲入雨幕，带药回家。

书记电话被打爆
高伟俊和很多居委书记一样，在这次

疫情中，他的电话最先被打爆。

手机号码公开后，高伟俊凌晨3时都

接到过求助电话。但和其他求助不一样，

配药作为刚需，基数大、信息杂，“最开始的

几天，根本没有时间考虑配药的事，需求太

大了，我想了想，得把志愿者组织起来。”

经过几天磨合，一个职责分明的配药

志愿者小组在社区出现：居委会负责接单，

志愿者下沉楼组收集材料，熟手去医院配

药，另有持证专车应对紧急情况……这份

极有效率的配药“作业”是如何完成的？来

看流程。

信息全面是关键
在整个配药流程中，高伟俊所在的居

委是第一环，负责外勤取药的吴冰健是最

后一环。

小吴是“90后”，一名摄影师，是打通

“最后一公里”的男人。

刚开始配药时，吴冰健对医疗系统并

不熟悉。社区配药志愿者每次出门，都背

负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一二十本病历

本是常态。在医院配药时，他发现同名药

品还细分为片剂、溶剂、针剂等等。遇到吃

不准的情况，志愿者需要再给居民打电话

确认，极为浪费时间。于是，这项核对工作

被移到前序环节“预置”解决。

在配药小组整理出的指南中写道，居

民提供配药材料时，除需告知挂号科室、药

名外，还应附上药盒或照片。吴冰健告诉

记者，正是这些细节，提高了配药效率。“有

一次我带着十几本病历本去配药，医生看

到我准备的材料很高兴，转身就去拿药

了。因为我一次性提供了她所需的所有信

息，减轻了她的负担。”

主动挖人才“入伙”
高伟俊说，流程理顺后，小组用3天时

间解决了之前积压的配药需求——足足有

近200单。目前小区一天大约有15本配药

需求，基本可以做到当天处理完毕。

和吴冰健一起忙前忙后的张同学今

年才高一，这两天，她在帮忙汇总居民的

病历本。

病人的急迫，小张很懂。她告诉记

者，自己的父亲是癌症病人：“这个人群每

天都要吃药，且药不能断，他们的药有时

候会精确到1/4颗。”一开始，她为自己楼

组统计和发放药品，做得井井有条。吴冰

健发现了人才，就请小张“入伙”，她的生

活节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消杀、收卡、

分药……现在，张同学在课余时间积极参

与着志愿服务。

高伟俊告诉记者：“不夸张地说，我每

天工作18个小时，15个小时都在对接配药

的事情。吴冰健则表示，不能对身边的痛

苦视而不见，尤其是自己有能力做点什么

的时候。“今天多配一本（药），就可以多一

个人安心睡觉。只要我尽力了，我也可以

睡得安心。”本报记者 萧君玮 陈炅玮

“弱弱问一句，有人家里有比较管用的

胃药吗？”有居民在小区群里问道。不到

10分钟，同一栋楼21楼的一位住户，便主

动提出，家里还有一些达喜可以给这位饱

受胃痛困扰的邻居。

“我挂在我家门把手上了，你空了来

拿。一次两片，记得温水服用哦。”“好的，

太感谢了。”

以上对话来自于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

江南名庐小区某一栋楼内的业主微信群。

顾小姐作为该楼的居民，讲述了他们小区

内开展的自治互助模式。

4月5日这一天，顾小姐他们这栋楼的

居民群里热闹不已。中午时分，有一位居

民发出了一条求助，引发了大家的注意。

“我胃痛了好几天，医院开的药似乎对

我没什么用，不知道吃啥了。”马上便有居

民表示可以提供达喜，对于胃痛还是挺有

作用的。很多居民随后也提出家里有其他

类型的胃痛药，如太田胃散等。21楼的居

民随后在群里晒出了送药照片并留言嘱咐

服药事项。

虽然小区还没有迎来解封时刻，但在

顾小姐所在的小区，居民自发的暖心之举

让她感动不已。每一个人的善举就像一场

接力赛，大家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

人。顾小姐透露，之前还有一位邻居的2岁

小朋友胳膊脱臼，小朋友疼得哇哇叫，家长

非常着急，在群里求助有没有骨科医生。

群里马上有人提供了普陀区内仍在运

营的急诊医院信息，并联系居委会开相关

证明，在大家的帮助查询下，这位邻居带着

孩子去到了儿童医院泸定路分院治疗。从

发出求助信息，到最后这位邻居在群里报

平安，仅花了两个多小时，居委会和热心邻

居们的帮助，让小朋友得以安然无恙。

此外，楼内居民会在群里提出自己需

要的物资，邻居家里有且可以提供的，便可

以挂在门把手上让人来取。然后这位居民

需要什么也可以提出，就这么接力下去。

4月2日，小区内的一位居民发了一条

消息，说自己由于抢菜抢多了，家里两人也

吃不掉，想把多余的青菜等原价出让给需

要的邻居。很快，这批多余的蔬菜便被各

户认领购买完毕。

顾小姐说，当时大家本以为4月5日就

可以解封，所以很多人囤的物资到现在差

不多没有了，开始出现短缺的情况。联想

到之前有共享多余蔬菜的经历，便有居民

发起了自治互助的倡议。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门把手上挂好了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