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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我的抗疫 我们在社区做抗疫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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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障阿婆的药有着落
厌世女子终于获救了

5月25日11时至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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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件，其中紧急类诉求87件，已推动解决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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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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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在业主群里，“抗疫宣传小组”
被几个居民批评了。说我们做的小报没有内
容，成天宣传志愿者和居委，没有居民关心的
物资、团购和与疫情相关的提示，还拿出其他
小区的简报让我们虚心学习。
“抗疫宣传小组”四月中旬成立。起初是

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发了社区防疫简报，我想我
们也需要这样一块阵地。我在楼组长群里尝
试着征集组员，立马就得到回应。“抗疫宣传小
组”共9人，大萌、利明老师、Karen、Catherine、
赵博士、小溪、幻笙等人的职业横跨全职家庭
主妇、摄影师、IT咨询师、服装设计师……大家
都愿意发挥特长，做点有意义的事。
团队元气满满，每天醒来就一起讨论小

报主题，分头准备素材，然后交给当日自愿揭

榜挂帅的主编。到了下午5点半，各志愿者团
队结束工作之后，填写统计数据，经过居委会
主任的确认后发布在社区各个群里。我们是
老龄化社区，考虑到老年人不一定知道怎么
看长图，我们大多只做一个页面的内容；内容
方面，我会规划小报的每日主题，每周将一周
的快递和巡逻的数据进行收集统计后，推出
“快递楼王”和“溜达榜”；在人员方面，我鼓励
大家都能参与，看着小报一日比一日丰满，心
里美滋滋。
因此，突然接到居民这样的反馈，组员们

都愤愤不平，一时间，群里沸沸扬扬。那天是
周一，大家弥漫着沮丧气息，小组群第一次无
人应接当日小报工作，只能停刊一天。我心
里特别难过，但还是决定安慰一下小伙伴们，

于是自己做了内刊，给大家写了一封信。
我写道：“我们承接这项工作的初衷，是

让更多人知道居委和志愿者做了哪些付出和
努力，同时做好信息传递。我们宣传这些事
迹，是希望大家从虚无不安的情绪中走出来，
而非每日怨天尤人。”大萌看后在群里回复
说，业主群吵架的事情不胫而走，隔壁小区的
朋友纷纷发来他们社区群里的聊天记录：原
来他们每天都看我们的小报，并且赞不绝
口。经过一番互相慰藉，当晚大家释怀了，原
地满血复活。
被骂事件后，我们不断收集居民的想法，

将更多的内容展现出来。
5月20日，我们的小报“满月”了。看着

电脑里满满34份小报，心里有骄傲、有感恩。

有每一个志愿者团队、楼组长、小助手；刊登
了居民发来的感谢信；发布了居委希望和居
民沟通的信息；通过小助手日记，告诉大家如
何正确采购超市物资，减少聚集；通过视频
和照片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瞬间；为管理2900
多人的七人居委出了特刊；每周一次的打
榜，通过曝光疫情中不守规则的行为，在收
获欢笑的同时，也使各种违反公约的行为销
声匿迹；我们还组织社区才艺展示、厨艺展
示；为社区宠物们的封控生活出了一期特刊；
我们的社区防疫地图也已然是一片绿意……
逐渐地，居民们养成了“小报天天见，到点就
催更”的习惯。
随着解封曙光渐现，大家开始忙着复工

复产，小报也从日报转为周报。但居民们纷纷
表示，疫情结束后希望继续读到小报。看来，
困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哪怕只是一点点付出，生活也会变得更美好。

园南一村抗疫宣传小组

■ 租住务普陀区的鸥女士求助：她
患双相情感障碍，最近急需赶回老家内蒙
古，因为暂时无法订购到返乡机票，十分
焦虑。在“新民帮侬忙”电话连线中，鸥女
士已表露出厌世轻生情绪，还服用了大量
安眠药。

5月25日凌晨，“新民帮侬忙”在反

复与鸥女士和她家属沟通后，迅速与警

方联系，经上门查看急救，目前鸥女士情

况稳定。 新民晚报 张泽茜
■ 家住松江区沪亭南路的程阿姨求

助：她是名80多岁的残疾人，还患有糖尿
病、心脏病等，这几天腹部隐隐作痛，想尽
快外出就医。记者立即联系了程阿姨所
住小区的松江区九亭镇紫荆居委会。工
作人员表示，程阿姨一直是居委会社工重
点照护的对象，会立即安排志愿者陪老人
就医。

5月24日，程阿姨回复称，当天上午

在志愿者陪同下，已乘坐120救护车前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急诊科医生在系统

检查后，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开了肠胃

药。随后又在消化科配好了治疗糖尿病

的注射针剂。 本报记者 杨玉红
■ 浦东新区上南路的庄女士求助：

独居母亲患有白血病，一直服用靶向药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控制病情。由于小
区封控，无法前往医院配药，目前已断药
十多天。

5月20日，记者经联系了解到，庄女士

已在京东App下单购药，可至今仍未收到

货。在向“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发出信

息后，公益企业京东表示，将尽力协调、加

紧办理。前天，庄女士回复称，母亲的“救

命药”已送到。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 梁群
■ 家住杨浦区长白三村14号的罗

阿婆求助：独居的她视力二级残障，近期
因肾功肝功肌酐偏高而难以站立。小区
封控后，自己一直无法就医，只能靠口服
药物缓解症状，但由于眼睛看不清，药名
报不出，不知道该如何配药。
记者向老人所住小区居委会反

映了情况，随后，罗阿

婆回复称，已得到通

知可携带医保卡去配

药。目前，罗阿婆已

将医保卡交给了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正等

待药物配送到家。

本报记者 王军

马苦马累，也不能累着她
几天前，就在新民晚报“战疫 ·帮侬

忙”紧急热线直播连线中，电话那头，传来

了袁先生阵阵无助的哭泣。3月14日，他

陪着患有胸腺瘤的妻子从江苏昆山赶到

上海，在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收到出院通知后，袁先生虽然费尽心

思，可高铁票就是抢不到，暂住的宾馆也

找不着。“我妻子刚刚做了手术，医生说必

须早点赶回家平躺静养。她现在连站都

站不动，出了医院我们举目无亲、无处落

脚……我再苦再累都不要紧，可千万不能

累着她啊！”袁先生对妻子的一往情深，暖

到了听见通话的每一个人。

记者迅速向“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

发出信息，上海裕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再

次接下了“使命必达”的任务。昨天中午

11时，在风雨兼程穿越1700多公里转运

广西爸爸、在连夜奔驰600多公里护送安

徽爸爸、实现他们生命最后时刻的愿望

后，“裕皖实业”的别克商务车又一次出发

了。车子抵达仁济医院东院，“护送二人

组”郑洲、汪纯轻手轻脚地把袁先生的妻

子扶进了车内。“阿姨，听说您有糖尿病，

叔叔特意关照我们准备木糖醇的沙琪

玛。您要是饿了，先吃点，要不了多久就

能到了！”车辆启动，向着家的方向驶去，

“紧急转运直播”再次开启“线上守护”。

多打点工，让她别马省了
一路上，袁先生的妻子双目紧闭，虚弱

无力地半躺在椅子上。紧紧握着妻子的

手，袁先生的眼神片刻都未曾离开过她，哪

怕一声轻轻的咳嗽，都会引来一阵紧张的

关切。对于妻子的病，袁先生一直有着深

深的自责：“我和她一直是打零工的，赚得

不多，但特别辛苦。为了这个家，她省吃俭

用，身体再不好也不愿去医院看，都怪我没

有照顾好她，才拖出了这场大病……”

在上海治疗的日子里，袁先生倾尽所

有。“幸好这条命算是救回来了，但这是个

开腔的大手术，人伤了元气，吃了大苦头。

希望她回去后好好养养，别再省了。我身

体好多打几份工，什么都会好的……”在妻

子的耳边，袁先生低声说着。

1个小时后，车子抵达昆山收费站，

等候20分钟左右，当地疾控中心的车辆

赶来转运了。搂着丈夫的脖子被抱进转

运车的时候，妻子的眼角有泪光闪动。斜

倚在座位上，对着直播镜头，她使劲举起

手臂，吃力地挥动着，一声声弱弱的“谢

谢”，此刻听得分外真切。

63公里——短短的路，满满的爱。

挥手道别，愿深深相爱着的人一路相伴、

一生幸福。 本报记者 王军 钱俊毅

票抢不到，妻子术后无法回昆山急煞丈夫
再次接单，送广西爸爸返乡的“车神”出发

“回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轻轻从别克商务车上抱出已经无法
行走的妻子，59岁的袁先生一步步
稳稳地走到疾控转运车旁，然后弓
着腰，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将她放到
座位上。
“泪目泪目，眼眶湿了”“愿阿姨

早日康复，愿有情人相守一生”——
这短短的几步路，这暖暖的一抱，瞬
间感动了在线上一路守护的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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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了삥즽쫕럑햾
后，子쿈짺놧着웞ퟓ，
辆쿲쇭一솾神퓋妻솾

■ 务别뿋짌컱
妻쓚的子쿈짺럲웞

■“神퓋妻짱”洲훞
马듎돶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