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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求 报数战疫 ·帮侬忙

求助

我在上海工作的这几年

中，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

取得了自己老家湖北省咸宁市

的教师资格证书，而最后一门

普通话测试是今年刚刚在苏州

通过的。按照规定，我必须返

回咸宁市办理教师资格证书的

认定手续。考虑到疫情影响，

咸宁市同意可由亲属持本人相

关材料原件代为办理。但我四

处询问，多家快递公司都表示

无法送达邮件。眼看着截止日

期将至，自己多年的辛苦可能

付诸东流，我愁得夜不能寐。

浦东新区康桥镇 陈女士

日记我的抗疫 春天的临床医生

求助

我儿子被查出有直肠癌后，专程带

他来上海求医。3月8日在中山医院手

术后，儿子后面需要接受12次化疗。

由于疫情封控，我们母子俩一直住在黄

浦区斜土路的吉泰宾馆。虽然宾馆竭

尽所能保障我和儿子的日常生活，但目

前一日三餐，常常靠方便面果腹。儿子

现在身患重病、急需营养，可我现在肉

买不到，鱼买不到，酸奶也买不到……

再这样下去，孩子的身体可怎么办啊？

他还年轻也一直很努力恢复……求求

你们帮帮我们吧！

江苏省连云港市 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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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11时至5月13日11时，新
民晚报“战疫·帮侬忙”互助服务类融媒

体平台共收到求助、咨询类等诉求273
件，其中紧急类诉求137件，已推动解决
109件（含“公益联盟”16件）。非紧急类
诉求也已通过相关渠道给予回应。

2022 年 4月 29日。晚。李杨

在朋友圈里写道——

“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今天和

张爸还有宋元林教授去了一家老年

人居多的定点医院。从3月以来到

今天，实在是有太多感慨。和3月

在老年中心支援感觉已然不同，现

在压力逐渐从疾控中心到了医院。

两位教授从怎么好好喂饭开始，到

早期激素怎么用，一条条和那边的

医生沟通，好像回到了他们2020年

在公卫当‘住院医生’的时候。临床

医生总是这样，问题只能一个个解

决，病人只能一个个救治，好像有点

笨拙和低效，却是实在得不行。”

李杨是张文宏医生的学生，华

山医院感染科住院医师。2020年，

我完成《张文宏医生》初稿后，经张

文宏审阅，提出要增加“科技抗疫”

的内容。作为一名实施治愈、疗救

的临床医生，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

救治专家组组长，“科技抗疫”在张

文宏眼里是重中之重。他为此指定

李杨为我提供帮助。

那时候，住院医师李杨给予我

一个全新的视角——她跟随张文宏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期

间，看到所有老师为每一个新冠患者

的治愈付出艰苦努力。她告诉我：

“不管深夜几点，所有专家都随时集

合，讨论病人病情，那全是些业界‘大

佬’，却开玩笑说——他们仿佛又年

轻了一次，又变回了住院医师。”

我硬着头皮，尝试从李杨那儿

进入张文宏和他的华山感染团队的

专业领域。我看到，事实上，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研究团队从

临床救治到整体防控的各个方面开

展了一系列研究，以科研工作推动

临床医疗的进展，用临床数据实践

科学防控的要求。这是华山医院感

染科研究团队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集中体

现。那几个月，张文宏与上海一线

抗疫专家，以科技力量精准施策，足

以显示上海疫情防控体系里的“科

技含量”。

2022年春天。这一回，“大上海

保卫战”已经进入巷战，楼宇战，楼道

战；险情近在咫尺。李杨再次为我提

供了一个视点——“现在压力逐渐从

疾控中心到了医院”，并且，再一次看

到一个临床医生是怎样做“临床”的。

他们总是令我感动。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他们就是

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每天上下

班，开会，学习，过组织生活，偶尔出

个差……如果你平时不大去医院看

病的话，你大概不会记得住他们；如

果你经常去医院看病，你会觉得他

们就和给你看病的张医生王医生李

医生差不多。

所以经常会想，其实，张文宏还

是那个“张爸”，如果没有疫情，我们

不会认得他。于是，我记录张文宏，

就从来没有把他看作一个英雄。他

就是一名临床医生。张文宏自己都

说，等疫情过后，他就安静地离开，回

到他的门诊室，还是习惯贴着墙走的

那个。我想也是。所以我在全书最

后，想象他不再多说什么，摆手，就往

自己门诊室走去，渐行渐远的样子。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想象他。

好人都是很平常的。 程小莹

帮忙 >>>

陈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是过了笔试、面试、普

通话这“三关”后，好不容易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但最后，还必须取得咸宁市相关部门的当面认

定，如果错过5月18日教师资格证认定最后时

间，意味着6月20日过后所有成绩将被作废。按

照目前情况，面对疫情封控、交通管制，“跨省寄

件”似乎成了“很难完成的任务”。

收到求助后，记者随即向“战疫 ·帮侬忙”公

益联盟发出信息。不一会儿，陈女士就收到公益

企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分公司

康桥邮政支局的回复：“我们帮你送吧！”5月11

日下午，邮政人员身着防护服，赶到陈女士所在

的小区揽收快件。“他们对我说，一定能在18日

前送到。我一听，整个人马上就好了。我还把取

件过程拍了视频发给爸妈，他们也特别高兴。”回

访时，陈女士仍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上海邮政浦东分公司康桥邮政支局营业部

经理姚青向记者介绍，自3月24日所在区域实施

封控后，康桥邮政支局由17位同事组成的“突击

队”一刻都没有停歇，目前又召回部分员工，“突

击队”扩充至27人。一方面他们协助属地镇、居

委会做好抗疫物资的分发，一方面还要保障辖区

内重要领域重点企业重要快递快件的揽收和投

递。而对于市民急件的快递，“突击队”也是“能

帮一定帮”。当记者代为转达陈女士的谢意时，

得到的回复简简单单：应该的，这都是应该的。

本报记者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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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小伙来沪化疗 母亲泣诉每天只能吃泡面

风雨中 爱心酸奶和肉虾来了

扫码看“战疫 帮侬忙”

■ 爱心专属礼包

▲ 填好的快递单

高静文、蔡小兵（圆通速递上海长宁区福泉网点负责人）：自疫情封控以来，组织多场团购。现在，这对长宁
区程家桥街道夫妻“团长”带领团队不仅为周边小区、街道提供服务，最远还覆盖到10公里以外区域，

帮助上万名居民采购到生活物资。听到居民说一声谢谢，就很开心。东方体育日报记者 梁群 整理

帮忙 >>>

在昨天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紧急

求助热线直播连线中，田女士几次泣不

成声，让大家听后阵阵心酸。田女士告

诉记者，自己来自农村，上进、努力的儿

子一直是她的希望和骄傲。他成为公务

员后，又考上在职研究生，但万万没想

到，正当一家人幸福生活的时候，厄运突

然来袭。“他才32岁啊，到现在我们都不

敢接受这个事实。我儿子有时说着说

着，就会抱头痛哭，我的眼泪也不知道掉

了多少。但再苦再难再不容易，我做妈妈

的总要陪着儿子扛过去。但宾馆里只有

方便面，我人生地不熟，啥东西都买不着，

天天都这么熬着，孩子可怎么受得了啊！”

听着阿姨的泣诉，记者一边耐心安慰，一

边细致询问，“阿姨，有啥需要的，您慢慢

说，能帮忙的我们一定帮忙！”

“有酸奶吗？他是直肠癌，只能喝这

个。如果有肉有鱼，能给他补补身子就

更好了。不用太多，够孩子一个人吃就

行。我儿子有工作，要多少钱我们都自

己出。”在记录下这些“特需品”后，记者

立刻在“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群发布

消息。“马上送！”公益企业百联旗下联华

超市迅速行动，紧急调配各项物资。

就在大家分头忙碌的时候，田女士

又打来了电话，“东西我们不要了，儿子埋

怨我说，这个时候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

们自己能扛过去的。”记者连忙劝解，“您

就对他讲，东西是自己花钱买的，我们只

是配送上门。您儿子可能情绪不好，我们

再找位心理咨询师和他聊聊。”

昨天下午4时许，在风雨中，酸奶、排

骨、肉糜、河虾、西红柿、黄瓜、苹果……

联华超市的“专属礼包”送到了。在回

访时，田女士几度哽咽：“孩子马

上又要化疗了，有这么多好心人

送来的东西，他一定能撑住

的，一切都会好的！”

本报记者 王军

止师资格认定将截止 迟料迟迟“送”沪出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