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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回妈妈怀抱了
难配的药物都来了

5月26日11时至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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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件，其中紧急类诉求72件，已推动解决57件（含“公益联盟”
13件）。非紧急类诉求也已通过相关渠道，给予回应。

6岁白血病患儿濒临断药，“药神妈
妈”等公益联盟爱心人士和企业接力相助

诉 求 报数
战疫 ·帮侬忙

我的妈妈是典型家庭妇女形

象，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农家乐“摆

长城”。带她出去旅游，她总嫌累嫌

麻烦，不过妈妈心态很好，乐于接受

新事物，有点追赶小时髦，看上去比

实际年龄年轻。从小到大，我都是

妈妈最爱的宝贝。可以说，任何人、

任何事，在妈妈眼里也许都没有我

重要。尤其是一日三餐，她把我照

顾得无微不至，让周围的人都觉得

我还没变成大胖子，真是对不起妈

妈的“投喂”。但突然间，我居然“失

宠”了……

今年3月24日是小区开始封控

的第一天，妈妈告诉我她报名了小区

的志愿者，问我愿意一起去吗？当时

我特别惊讶，志愿者仿佛与年轻人、

与党员、与社交积极分子等似乎更接

近。而妈妈，好像与这些都不沾边

啊！一下子，我开始怀疑自己真的了

解妈妈吗？

不过最终，跟随妈妈的步伐，我

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说实话，志

愿者工作没有那么轻松。比如小区

核酸检测经常从早上7点到下午2

点，我穿着又闷又热的防护服，没办

法喝水，戴着防护帽，口罩还老戳到

眼睛，很不舒服。

虽然很辛苦，可最后听到居民

们的感谢，觉得付出得到了认可，我

和大家都很开心。但不是所有人都

给予善意的回应，有人直言不需要

你们的服务，但妈妈从来不介意。

随着单位的工作日益增多，我

减少了志愿者服务时间，但妈妈更

忙碌了。早上协助小区做完核酸检

测，中午回到家匆匆吃个午饭，又要

去为居民们派送快递。快递派送的

任务结束后，我让她休息一会，她又

主动去居委会帮忙登记订购蔬菜的

信息。早上7点到晚上9点，除了吃

午饭、晚饭，家里基本不见她的身

影。从前是她口中“小宝贝”的我，

如今也只能自食其力，同时担起更

多家务为妈妈减轻点负担。

这两天，妈妈接到了单位通知，

询问能否复工，妈妈一口回答“没问

题”。我有点舍不得妈妈，现在复

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能回家。

平时工作由于下班到家晚，周末也

要约着朋友聚会，我真的很少有时

间好好跟妈妈相处。而在这段时

间，我难得有机会能够每天跟妈妈

一起说说话、吃吃饭。但我理解妈

妈的决定，换成是我，如果单位通知

复工，肯定也是第一时间响应。

突然之间，我想到单位曾经

举行过一次家风活动，那时，我还

没有什么感触，如今我认识到了

——原来这就是家风，妈妈用她

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教会我

什么是感恩和责任，以及乐观积

极的生活态度。 朱健丽

帮忙 >>>

濒临断药父亲焦急
在新民晚报“战疫·帮侬忙”紧急

热线求助直播中，沈先生焦急地向记

者表示，儿子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做

完后就回到上海的家中休养。“万一

断药，出现排异，后果真的想都不敢

想……我们好不容易才救回了孩子

的这条命，难道还要眼睁睁看着他离

我们而去吗？！”电话那头，传来的是

沉重的叹息和发颤的语音。

父亲的求助刻不容缓，在向“战

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发出最紧急信

息后，“药神妈妈”许女士立刻回复：

“这件事，我一定帮！”

这个母亲的孩子，也是白血病患

者。为了不让6个同病相怜的孩子

遭遇“断药危机”，她从广州辛苦找来

了化疗药物“门冬”，为此她被其他患

儿的家属称为“药神妈妈”。在药物

运到浙江湖州的家中后，许女士却为

全程冷链配送伤透了脑筋。在向“战

疫·帮侬忙”求助后，刚送完广西爸爸

的公益企业上海裕皖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两位“车神”郑洲、汪纯立即改道

湖北，直奔湖州，带着“药神妈妈”和

药赶到上海（详见5月19日6版《返

沪途中“车神”改道 6名白血病患儿

有救了》）。之后，许女士也加入了

“战疫·帮侬忙”公益联盟的“战队”。

爱心接力跨江送药
接下“救援任务”后，正在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孩子办理入院

化疗手续的许女士，立即找到了刚准

备下班休息的血液科主任医师李军。

“口服液没有，但环孢素胶囊

有。效果是一样的，6岁患儿可以温

水送服胶囊中的颗粒……”李医生

一边仔细关照着，一边迅速开出处

方。配好药后，“药神妈妈”让儿子

等在医院门诊大厅，旋即赶回暂住

地交给了邻居，让她代为转交运送。

“生命救援”的最后一棒——跨

江送药，由公益企业途虎养车接

单。工作人员驾车赶到闵行区万源

路400弄望族新苑取药，随后立即

跨越黄浦江，送达浦东大道3076

弄。当沈先生夫妇收到“救命药”的

那一刻，禁不住掩面而泣：“有救

了！孩子有救了！”

当记者再次拨通“药神妈妈”的

电话转达谢意时，许女士连忙回答：

“应该的。在我最难的时候是好心

人帮了我，现在别人有了困难我也

必须相帮。” 本报记者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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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浙江湖州来沪的陈先生求助：
他陪着哥哥到上海求医，在长海医院做了

脑梗手术，现情况已稳定。由于滞留时间

较长，陈先生急于自驾闭环返乡让哥哥好

好休养。虽然湖州已开具接收证明，但不

知如何办理离沪通行证明。

记者联系后，告知陈先生可凭48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24小时抗原自测

阴性证明、出院证明、接收证明等离沪。

随后，陈先生已驾车和哥哥闭环回到湖

州，目前正接受隔离。 本报记者 王军
■ 浦东新区新场镇的陈女士求助：

孩子今年6岁，3月中旬去北蔡镇陈女士

姑妈家后即被封控，和父母分开已有两个

多月。陈女士的姑妈已70多岁，年老体

弱，长时间带着孩子已是精疲力竭。陈女

士居住的小区和姑妈居住的小区都是防

范区，希望能早点将孩子接回。

记者分别致电新场镇笋北居委会、北

蔡镇河东居委会，工作人员均表示，居民

有特别需求可提出申请。5月26日，陈女

士回复，已经自驾闭环将孩子接回。

本报记者 杨玉红
■ 家住浦东新区长清路693弄的杨

先生求助：72岁的母亲患焦虑症，长期需服
用“思诺思”缓解失眠，如今药已吃完。疫情

封控前，母亲一直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配

药，但由于交通管制，难以跨江配药。

记者与老人所在的三林镇长清路第

一居委会取得联系，工作人员表示，需要

代配精神类药物的居民可把医保卡交给

居委会，由志愿者统一代配。在向杨先生

告知信息后，他随即去居委会做了登记。

5月26日，杨先生回复称，已收到志愿者

代配的“思诺思”。 本报记者 夏韵
■ 家住杨浦区双阳一村的谢女士求

助：外婆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平日需靠“强力
定眩片”等药物来控制病情，目前已断药多

日。因杨浦目前处于静默期，交通管制导致

线上购药平台都无法配送，志愿者前往附近

的社区服务中心也配不到所需药物。

5月24日，记者经多方查询，将可配

送的线上药店告知。25日，谢女士回复

称，已配到了所需的药物。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 梁群
■ 家住静安区芷江西路285弄统北

村的王女士求助：丈夫80多岁，患有焦虑
症。由于小区封控，家里的药物早已用

完，已出现心慌、耳鸣、无法入睡等症

状，痛苦不堪。

在记者联系后，

王女士回复，经过在

互联网医院挂号复

诊后，终于配到了丈

夫急需的抗焦虑症

药物“盐酸文拉法辛

胶囊”。

本报记者 杨叶

求助

6岁儿子患有髓系白血病，去

年8月在河北石家庄医院做了造血

干细胞移植手术，术后一直要服用

抗排异药物“环孢素口服溶液”控

制病情。由于疫情封控，5月13日

就在石家庄配好的“救命药”，至今

仍滞留在石家庄转运中心。

我们全家现在都在上海生

活。眼看着 5月 28日快到了，家

中就要彻底断药了，孩子随时可

能因为病情恶化而危及生命，为

此我们全家心急如焚，尝试通过

健康云 App 等方式预约儿科医

生，但系统始终提醒出错。四处

碰壁后，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孩子

的妈妈更是常常以泪洗面。

浦东新区浦东大道3076弄

沈先生

最难时幸遇好心人
现在我要帮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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