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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我的抗疫 难忘的“数字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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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我在上海市第八人民医

院产下一名男婴，但宝宝的出生证明至

今还没有拿到。而和我有相同遭遇的

宝妈有十多位，有的新生儿连疫苗本都

没有拿到。这不仅影响了生育津贴的

申请，还造成宝宝没法报户口、不能打

疫苗等诸多问题。 市民 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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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证办不了？特事特办！
新妈妈们：宝宝终于能报户口、接种疫苗了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这是我两

个月来第一次走出小区大门，吹在脸

上的风，与小区内的定是一样的，此刻

却充满新鲜与诱惑，同时也让我心绪

杂陈，添上许多别样滋味。

回想这两个月封控生活，琐碎

又交织着温情的那些数字，特别难

忘。家里补充过15次物资。第一次

有10根白萝卜，前后吃了一月，7根

分别切了块，红烧或炖汤，最后有3

根在长出青翠的叶子后腐烂了；第

二、三次分别有4个与5个土豆，在

炒过土豆丝、煮过土豆块、炖过土豆

汤后，才意外从小视频里发现，味道最

吸引人的是撒上了胡椒粉的烤土豆；

吃了157个鸡蛋，60个是在小区的小

超市里买的，97个是朋友的赠与和居

委发放的物资；洗了1200多个锅碗，

分别在两个大碗上各敲出三个破口，

留下的六道锋利的边划破左手8次。

作为楼道志愿者，为大家发送

核酸检测通知是工作之一。第一次

通知邻居做是在3月31日，那天22

时50分，居委会开会定下次日一早核

酸检测，由于邻居们尚未建群，只得匆

忙手写多份通知，敲开一家家的门送。

至今做了18次全员核酸检测，3

次在雨中，8次由援沪医疗队完成，他

们分别来自江苏溧阳、武进、盐城、淮

安、常州和浙江金华。每次核酸检测

照例由退休4年的外场志愿者老赵用

小喇叭一幢幢楼喊排队。我曾打趣

以后小区里只要听到他沙哑的嗓音，

第一反应就是做核酸检测了。我还

为楼栋邻居发放了18次抗原，通常是

两天的量，最多一次是四天的量。

502室邻居小赵在4月中旬接济

我一点洗洁精，装在小塑料瓶里，悄

悄放在我家门口，十天后又为我买到

两瓶，外加四个包子、一个烧卖。5月

4日居委会发放物资，有牛肉、猪肉、

玉米粒、青豆，我把其中的一袋青豆

赠与了502室，因为这许多年我实在

不会吃青豆，而她竟然喜欢。

站在阳台上剪过5次指甲。下午

三四时，楼上邻居会吹着不成调的笛

子，从《我和我的祖国》到《茉莉花》。

坐在阳台上剃过3次胡子。最邋遢的

一次胡子有一厘米长。剃须刀无法用

了，不得已对着镜子如除草一般，用剪

刀把胡子一根根剪得干干净净。

用去70G流量，因为家里没安

装宽带。在做志愿者之余，有了撰

写“我的疫情日记”计划，盼望通过

日记给大家带来温暖与鼓舞。有幸

结识的多位新朋友，在日记里，我一

一记下：为小区居民配药的黄亚男，

在居委连续工作而倒下的陈依诺，

核酸采样的医护人员刘正佳，方舱

医院的医护人员陈忆筠，雨夜冒着

湿冷为居民们搬菜的姚君、李小磊，

睡在阅览室里的消杀队员陆祎、张

华、李青等，坚持每天接送邻居去医

院看病的王晓彬……

这是我的第11篇疫情日记，也

许不是最后一篇，但我希望是。上海

即将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春天虽已

去，但这个充满了故事的春天，与那

一组组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不同“数

字矩阵”，会印在我们记忆里。这些

日子，我的篆刻创作寥寥无几，不过

今天特地刻下一枚印章“长安”，唯愿

上海无恙，长治久安。 唐吉慧

宋文龙（国际物流企业高管）：意大利人，作为长宁区程家桥街
道爱都公寓“团长”，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疫情期间，帮邻里多次

团购披萨等意大利美食。 新民晚报 张泽茜 整理

孝顺晚辈不想让偏瘫外婆和老母亲太辛苦
公益联盟和小区齐心完成“最难运送”

门店安装保安帮抬
“完整”护理床终进家门

求助

我的外婆今年94岁，住在长宁区富贵东路229弄。4月29日，因突然中风

偏瘫。经综合评估后，老人被接回家中休养。尽管母亲和外婆同住，但她毕

竟也是63岁的人了，每天为老人端茶送饭、接尿翻身，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小

区封控，我一直无法赶去帮忙，在家里急得团团转。我现在急求一张护理床，

能让外婆躺着舒服点，让母亲也少点操劳。 市民 刘先生

■ 家住静安区武宁南路320号
的曹先生求助：他今年82岁，身患多种
基础疾病，数十年还伴有较严重失眠。

因小区封控，治疗失眠的药物已断了多

日，导致自己彻夜难眠，痛苦不堪。

记者随即向“战疫 ·帮侬忙”公益

联盟发出信息，经平台工作人员多方

联系后发现，该药物必须患者自行前

往医院，在医生开具处方后，才能配

到。在向曹先生告知情况后，经记者

协调，居委会表示将开具通行证明后，

确保老人前往医院配药。

本报记者 陆常青
■ 家住宝山区淞南七村的张先

生求助：80多岁的外公外婆住在宝山
区淞南镇淞南五村，外婆患有轻度阿

尔茨海默病，需长期服用的药物已吃

完，出现“说话不利索”等病症，希望尽

快配上康复药物。

记者联系淞南五村第二居委

会得知，小区封控期间，居

委会一直提供代配

药服务，如果居民需要去指定医院配

药，会帮助预约出行车辆。张先生昨

回复称，志愿者已为老人配好一个月

的用药。 本报记者 杨玉红
■ 从云南昆明来沪的罗女士求

助：她的表弟身患神经系统疾病，5
月 27日，姐弟俩乘坐高铁来到上海

求医。由于出发仓促，他们没有提

前预订酒店，来到上海后一时

无处安身。

在记者联系后，经过多方查

询和协调，姐弟俩在浦东新区

张江镇入住了快捷酒店。

弟弟昨天入院治疗。

本报记者 徐驰

帮忙 >>>

罗女士焦急万分地向记者表示，当初生

产建卡的医院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医院。

由于疫情封控，按照属地管理、就近就便原

则，在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诞下宝宝。但不

久之后，医院就被转为定点医院。护士长告

诉她们，作为定点医院，医疗团队已重新调

整，但办理新生儿出生证的相关资料和设备

被封控在医院内，之前医护人员暂无法入院

区操作。但宝宝若没有出生证，生育津贴就

无法申领。随着宝宝一天天长大，户口报不

了、疫苗打不了，还不方便去医院就诊……

这让罗女士等一众宝妈忧心忡忡。

记者随即与八院取得联系。院方表示

考虑到新生儿办出生证的紧迫性，在严格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后，已将办证的设备和

材料都转移了出来，待全面消杀后，就可以

开具证明。在回访中，罗女士表示，医院给

出“7个工作日至10个工作日可取证明”的

通知，但在“提速办理”下，宝妈们5天后就

拿到了打印好的纸质版出生证明。

本报记者 王军

5月30日11时至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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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件，
其中紧急类诉求35件，已推动解决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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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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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吃苦晚辈心酸
记者了解到，刘先生的外婆在被送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救后，由于疫情

原因，刘先生的母亲考虑再三后还是将老

人接回家中照料。现在老人稍微动一动，

都需要女儿帮忙。每日里守在老人身边，

时刻不停地照顾吃喝拉撒，对于刘先生63

岁的母亲而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小

区封控，想寻护工根本是勿可能的事情。

外婆每次和我通电话，开口闭口就是‘让

伊吃苦头了’，我因为无法出自家小

区，无法现场帮忙，听了心里老酸

的。”为了让外婆和母亲都能不太辛

苦，他决定买张护理床，但四处询问

后，很多厂家无奈表示“有货送不出”。

爱心接力抬床入门
万般无奈之下，刘先生向“战疫 ·帮侬

忙”发出了求助。公益联盟平台工作人员

胡琪立刻与公益企业百联旗下上海第一

医药取得联系，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了好消

息：“我们有货的，可以送上门！”正当刘先

生喜出望外之际，一个大大的问号突然涌

上心头，顿时让他又一次急得六神无主：

护理床的所有配件能进门，但送货人员没

法进门，母亲不会安装怎么办？！

“不要急，我们来想办法！”上海第一医

药开始疫情中“最难运送”。工作人员在

店内安装测试后，找来大车“整床”运送。在

小区门口，多名保安闻讯赶来，轻抬、慢移、

侧进，过一扇门就要反反复复试，费尽九牛

二虎之力，终于将护理床送进老人家中。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现在

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

激，只有把这份感恩一直放在心里。”在

记者回访时，刘先生说话的声音一直在

颤抖。 本报记者 王军

来沪求医住进酒店
老人“救命药”来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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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第一医药工作人员在店内安装测试

后，找来大车运送“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