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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办公室里越来越少的同事身影，朋友圈里
越来越多的“阳了”的消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
调整后，第一波感染高峰正与寒潮同步到来。
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来说，这可能都是

今冬最寒冷的一段时间。经过持之以恒的努
力，我们终于等来了新冠病毒毒力下降，迎来
了疫苗接种普及和人民群众健康意识提升，赢
得了优化防控措施的主动。但即便毒力再弱，
新冠病毒在短期内还会对脆弱人群造成伤害，
尤其是当大面积感染无法避免的时候。

这些天，我们听到很多感人故事。上海
宝山的动迁小区，居民建立起一个个“共享药
盒”，在群内接龙自家能匀出的药品；湖北的
药店老板，剪开刚到货的退烧药，按需分给买
药人，分文不取；北京的快递小哥骑行60公
里，穿越整座城市为老人送药；河南做红酒生
意的小老板，跑遍了几十家药店买到3盒退
烧药，站在街头免费送给有需要的人……
寒冷冬日里，普通人用微光取暖，守望

相助。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干部更应
不等不靠、担当有为、宵衣旰食、冲在一线，
主动为百姓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今天，上海全市各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2594间发热诊间全部启用，充实医务力量，
安排有经验的医务人员接诊发热患者，并全
部与上级医院建立紧密对接。市民可以就
近获得发热诊断、对症治疗、健康指导等服
务。发热诊疗药品也在不断向社区倾斜，最
大限度满足居民需求。
这是最扎实的措施，也是最鲜明的信

号：新形势下，基层仍然是疫情防控的最前
沿，也是矛盾、难题最集中的地方。老人可
能需要定期看病就医；孕妇可能随时检查待
产；重症病人有突发状况等不起；经济困难
群体，缺少生活来源耗不起；外地来沪人员，
防疫政策摸不清……每个诉求都是具体的，

很多时候，需要给出“一对一”帮助。尤其是
遇上紧急情况，必须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有
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比如，如何扩容医疗资源，强化分级诊

疗，发挥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互联网医院作
用？如何加强社区健康服务，不断充实运力，
保障药品和民生物资配送？如何做好社区工
作，帮助感染者尤其是重点人群的居家康复
治疗……抗击疫情到一线、破解难题在前
线。三年战疫，很多基层干部超负荷工作，已
经疲累不堪，有厌战情绪可以理解。但我们
必须迈过这道坎，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这个冬天很冷，但春天已经在不远的前方。

根据疫情防控有关部署，结合中小学

幼儿园实际，为保护广大师生安全健康，

上海幼儿园（含托育机构、托儿所）自今天

起停止幼儿入园。图为昨天，黄浦区星光

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以班级为单位，把孩

子们的留园物品整理好，供家长自助取回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幼儿园把好防疫关

“张书记吗？我们有急事要请您帮忙啊！”

上周的一天早上6时许，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

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群丽的手机里，响起了

急促的声音。打来电话的是一对来自外地的

年轻租户，女方小潘已是孕晚期，早上突然发

高烧，抗原测出来也是两条杠，小夫妻手足无

措，想到了向居民区求援。张群丽一边安慰他

们，一边指导家属，尽快打120，直接把孕妇送

到医院，“孕晚期的孕妇，拖不得的。”

约一个小时后，张群丽有点不放心，又主

动打电话给小潘家属询问情况。果然，对方

遇到了麻烦，120在某医院门口进不去，医院

要求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小潘他们却

拿不出。张群丽赶紧和医院沟通，经紧急商

量，医院同意孕妇可以先到缓冲区，由医生出

来查看孕妇情况。张群丽协调后，小潘也顺

利住进了医院，小夫妻这才放下了心。

据悉今天小潘将出院。医生表示，虽然

是阳了，但是可以在家里隔离，家里条件可能

比医院更适合孕妇。张群丽了解后，又马上

打电话询问，并请相关楼组长多多关心孕妇

小潘。张群丽随后在记录本上记下小潘的名

字等，“我会一直盯着这件事情的，帮助他们

排忧解难，直到孕妇康复！”本报记者 江跃中

“谁有小孩用的美林？我家小宝发烧，去

医院都没美林，家里的快吃完了……”12月

16日清晨，嘉定区新成路街道一小区的警民

联系群内，信息引起居民关注。刚刚1岁的

牛牛发烧三天，在医院配了感冒药，却没有退

烧用的美林，这让孩子母亲翁女士心急如焚。

翁女士告诉记者，牛牛反复发烧超39℃，

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病毒性感冒。“我们家里

剩下的一点美林，还是夏天去医院看病时开

的，也已喝完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翁女士

在群里发出了求助信息。很快，邻居们就在

群里回应：“我有退热贴，你要不要？”“需要美

林吗？我家有，10月开封的，一直冷藏着。”

没过多久，住在翁女士楼上1204的邻居就

送来了一瓶美林，这让翁女士感激不已，甚

至不知道好邻居的姓名，只知道“1204”的房

号。药已到手，而微信群里，邻居们的关心

仍在继续。这个贴出用药小贴士，那个发

来食疗菜谱。“感冒药里如果有退热成分，

不要重复服药，会伤肝。”“特殊时期科学用

药方法，可以看看。”“可以吃盐蒸橙子，白

萝卜拌蜂蜜。”……

如今，在大家的关心下，牛牛已退烧，恢

复了往日的健康活泼。 本报记者 杨洁

孕晚期妇女感染后发高烧
好书记协调顺利就医

防疫帮侬忙

家住静安区的赵先生向“防疫 ·帮侬

忙”求助，73的母亲是肺腺癌晚期患者。

感染新冠病毒后，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为

此，赵先生心急如焚：“我一直拨打防疫中

心的电话，但总是忙音。真不知道该向哪

里咨询求助？”

赵先生告诉记者，母亲住在江宁路街

道，由姐姐照顾老人生活。“这些天，母亲

和姐姐都阳了。老人发热、呕吐，情况很

不好。我拨打疾控中心电话，想问问到底

该怎么办，却一直在占线中……”还好家

中药物还算准备得较充足。“母亲吃了布

洛芬后，现在已经不发烧了，精神状态也

好了不少。”虽然母亲情况趋于稳定，但赵

先生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畅通联系渠

道，及时给予像他母亲这样的老弱群体以

紧急医疗咨询和求助。

为此，记者登录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

府网站。浏览查看后发现，网站已公示静

安区各街道（镇）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

记者马上拨打江宁路街道24小时生活服

务热线62985656，一名工作人员立即接

电。据介绍，热线处于24小时畅通状态，

市民凡有求医问药、政策咨询等紧急求

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有专人值班，会

第一时间联系解决相关问题。”这位工作

人员还进一步透露，目前上海各区各街镇

都设置了24小时生活服务热线，市民可前

往相对应的区政府官网，查询电话号码。

记者随即将情况告知了赵先生，在

记下电话号码后，他连声表示，“这下总

算定心了。” 本报记者 徐驰

家住闵行区申北路53弄申莘新村的

沈先生向“防疫 ·帮侬忙”求助，98岁的老

父亲现在想接种新冠疫苗，但因腿脚不

便，需要“上门接种”服务。沈先生说，他

已向小区居委会登记信息，但何时上门还

没有明确通知。

接到反映后，记者联系到属地申莘新

村第一居委。工作人员回复，针对疫苗

“送上门”，社区正在统计长期卧床等老弱

人群信息，沈先生父亲的个人资料已登记

在册，之后会汇总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至于上门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未确定。

记者又致电紧邻申莘新村的闵行区

申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电人员表示，

接种新冠疫苗“即来即打”，工作时间为周

一到周五13：30-16：30、17：00-20：00，周

六、周日13：30-16：30。接种疫苗的禁忌

症和注意事项，可以现场咨询医生。

“我自己已经打过了。马上要到疫情

高发期了，考虑到老人的健康，想让他早点

接种。”沈先生表示，事不宜迟，在记者告知

相关情况后，他随即带着老父亲来到申鑫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人顺利接种了新冠

疫苗第一针。而对于之后几针接种的事

宜，目前记者仍在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

希望能帮助像沈老伯这样的老弱群体尽

快实现“上门接种”。记者了解到，昨天，

申莘一居委会已安排了为老弱人群上门

打疫苗服务。

本报记者 夏韵

73岁癌症老人感染新冠很焦虑
各街镇已设24小时生活服务热线

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帮一件是一
件——面对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新20条、
新10条出台后，在齐心协力共防疫情
中，市民遇到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继“大上海保卫战”开设“战疫 ·帮侬忙”
融媒体平台之后，12月12日9时，新民晚
报在新民App、“新民帮侬忙”今日头条
号、百度健康、“新民帮侬忙”微信公众号
等全线推出“防疫·帮侬忙”求助入口，同
时公布了24小时求助热线962555。

截至今天9时，“防疫 ·帮侬忙”平
台开通一周，在政策咨询、求医问药、紧
急求助、社区防控、个人健康、志愿服务
等方面全天候为民排忧解难。各渠道
已接到相关诉求1191件，主要为求医
问药、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社区防控、
码色申诉、居家隔离消杀、“阳垃圾”清
运等，其中573件紧急类求助已得到解
决，其他相关诉求也已反映至相关部门
协调推进中。

急难愁盼有解上下同心协力

1岁小宝发烧急坏家长
暖心邻居争相送药

“防疫 ·帮侬忙”开通一周
解决紧急诉求 件573

求助

进展

98岁老伯求上门“打苗”
居委会已安排为老弱群体打疫苗

求助

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