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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于伯 摄报

会团购的居民积极参加居委会组

织的、居民自发成团的团购，不会团购

的由居委会列出清单每天派人代购，送

货上门。封控期间，广富林街道三湘四

季居民区想方设法保障“万人社区”的

物资供应。

首次团购累坏了“团长”
4月 11日上午 8时 30分左右，三湘

四季社区南大门，小区居民自发团购的

一批调料、鸡蛋等物资到货，“团长”李

娇娇正忙着按照楼道门牌号将物资堆

放在一起。李娇娇在一家食品公司上

班，4月 8日发现家里的酱油快没了，她

便在楼道群里发了条信息询问有没有

需要团购酱油的，群里不少人响应，于

是她决定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忙团购一

批调料。

李娇娇先到居委会进行报备，提供

了团购方的保供资质、车辆通行证等相

关证明，并签订了承诺书。回到家里，李

娇娇创建了“三湘四季调味品群”。“因为

对方要求 6000 元起送，原本打算凑够

6000元就截单的，可根本挡不住，短短3
个小时就有500单，总价近4万元。”4月9
日，李娇娇整理好表格向对方提交了订

单，11日上午货就到了。“第一次做‘团长’，

感觉仅凭满腔热血不够，很多细节都没考

虑到，把人累个半死。”记者也看到，从物

资送到小区直至发放完毕，李娇娇在小

区门口差不多忙碌了一天。

据介绍，截至目前，三湘四季社区

共有像李娇娇这样在居委会报备的“团

长”40名，为小区居民解决物资供应的

后顾之忧而忙碌。

居委会组团3000余单
封控之前，三湘四季居委会主动与

居民区附近的华联超市长聚店负责人

联系，希望对方储备好物资，确保封控

期间有充足的物资满足居民的需求。

封控期间，居委会积极发动居民组团采

购物资，每次都会将写明供货商名字、

套餐内容、价格、份数等的小程序发布

到小区微信群，居民根据套餐下单，当

单数达到一定数量时，居委会联系超市

负责人把物资送到小区门口，然后由志

愿者卸下来，并挨家挨户送上门。

三湘四季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朱恒

告诉记者，居委会自 4 月 5 日开始组团

至11日，总共达成3000余单，其中最多

一天有1100单。“单子最多的那天，志愿

者挨家挨户送菜，从下午 2时一直送到

晚上10时。”

不会团购的由居委会代购
从 4 月 1 日封控至今，三湘四季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赵晨每天都会收到一

张购物清单，清单上面都是小区的独居

老人、空巢老人、孕妇、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当天需要采购的物资。

拿到清单后，赵晨就变身“代购”，

带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去华联超市对照

清单购买。每次购买都是赵晨先垫钱，

志愿者送上门后再对着小票收钱。“有

时一去就是两三个小时，推着购物车满

超市找，虽然累，但是看到老人们拿到

物资后开心的笑容，值了。”赵晨说。

“56单元高国章，牛奶一箱，91岁老

人”“69单元钱明珠，生抽一瓶、冰糖一

袋 、鸡 蛋 一 盒 、牛 奶 一 箱 ，空 巢 老

人”……4 月 13 日，即便三湘四季居民

区已经被划定为防范区，但对特殊群体

的服务还在延续。

本报讯（记者 刘青 通讯员 边松

茂） 疫情之下，高龄老人的生活让人

牵挂。4月 17日，方松街道昌鑫花园居

民庄俊杰委托昌鑫老年协会，将自费

购买的几十斤香蕉送给小区高龄老

人，这份“惊喜”令老人们感动不已。

原来，小区封控后，为保障居民的

生活物资需求，热心的庄俊杰成了一名

“团长”。最近，庄俊杰组织了一次香蕉

团购，由于参团人数有限，眼看难以成

团，他便有了另一个想法。

庄俊杰果断“出手”，自费购买了几

十斤香蕉促使成团，并决定将其送给小

区里的高龄老人。“昌鑫花园多层区从3
月29日起实施封闭管理，至4月17日已

有19天了。有些老人不会手机购物，需

要我们给予更多关爱。”庄俊杰说。团

购的香蕉被送到小区大门口后，由志愿

者进行消毒，随后再由昌鑫老年协会安

排，分别送到老人家中。

本报讯（记者 李爽）“松石苑有一名独居

老人因腹部积水身体不适，需要外出就医，想让

你陪他去一趟医院。”4月12日晚餐时间，家住岳

阳街道青松石的在职党员沈志钢接到居委会打

来的电话。他二话没说，稍加整理立即赶往老

人家中，穿戴好防护服，搀扶着老人坐上救护

车，前往定点接治封控和管控区域病人的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就诊。

当天晚上抵达医院后，沈志钢取好号，陪着

老人在等号区坐下，耐心等候。“老人当时一直

腹痛难忍，但是特殊时期等号时间比较长，还会

遇到医院消杀、重急诊临时救治等突发情况。”

沈志钢回忆说，在等待的过程中，他耐心安抚老

人，并设法缓解他的不适。

次日凌晨，老人进入诊室接受诊疗，不敢合

眼的沈志钢强忍疲惫，站在外面耐心等候。“夜

里太冷了，我后来就找了个纸壳箱披一下取

暖。”沈志钢就这样一直披着纸壳箱耐心等到老

人完成了诊疗，他赶忙联系居委会车辆将老人

送回家。将老人平安送到家安顿好后，沈志钢

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休息。

“我们小区独居老人比较多，但是热心的党

员和居民更多。每次有老人或是孕妇身体不适

需要就医，大家都自告奋勇地陪护、帮忙。”西林

塔居民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像沈志钢一样，前

一天，党员志愿者沙碧沁也细心照顾了突感不

适的一名孕妇，陪她到医院就医。“特殊时期，给

需要帮助的邻居搭把手，这都是应该的。”沙碧

沁的这句话道出了志愿者们共同的心声。

□记者 陈燕

平均每天接打 200余通电话，脑海

中时常快速检索街道内地理信息，这是

九里亭街道疫情防控应急车队队长袁

潮的日常。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为保障

核酸检测任务有序高效开展，九里亭街

道临时组建了一支疫情防控应急车队，

区水务局九亭水务站副站长袁潮第一

时间向街道报到，并承担起队长的职

责，奋战至今。

高效调度 随时待命
应急车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接送

医务人员和志愿者，每天无论多晚，袁潮

都会等待第二天的核酸检测任务，以便

及时与租车公司对接安排车辆，随后根

据各个核酸采样点位信息，规划设计最

优路线，保证“要车有车”“要人有人”。

为了调度高效、精准，袁潮建立起了

车队微信群，并对每一名驾驶员编号。

得益于13年基层工作的经验，他对街道

的地理信息烂熟于心，每次接到任务，都

能精准快速地将接送位置信息通过微信

定位发送给驾驶员。此外，袁潮平均每

天要接打 200余通电话，通过电话点对

点发布出车指令，确保驾驶员快速反

应。高峰时，车队每天接送医务人员和

志愿者达600余人，接送点位达70余个。

接送工作之外，车队还承担着各种

临时应急任务。在核酸检测工作中，时

常会出现试管、拭子、PDA、防护服等物

资临时短缺的情况，车队必须第一时间

转送，避免出现空档期，减少居民和医

务人员等待时间。

无论是跨街道紧急接送执行支援

任务的医务人员，还是接送其他单位来

街道支援的医务人员，无论多晚，车队

都 24小时待命，随时接送。可以说，执

行核酸检测任务过程中，应急车队永远

是最早上岗、最晚休息的一支队伍。“最

紧张的时候，连续几天每天只能睡两三

个小时。”袁潮说。

严格管理 保障安全
疫情期间，除了医务人员，车队驾

驶员也是最接近风险点的人员，为了保

障核酸检测的安全，驾驶员在上岗前都

需提供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同时必须全程做好防护措施；车辆禁止

使用空调，并严格区分污染车、清洁

车。在污染车完成接送任务后，驾驶员

和车辆必须到定点消杀场所进行规范

消杀，保障司乘人员的安全。袁潮还及

时掌握车队驾驶员居住信息，及时向街

道报备，并鼓励驾驶员入驻街道，以降

低车队的安全风险。

3月2日至今，外来支援的医务人员

换了好几批，但袁潮和他的车队一直坚

守在一线执行接送任务。有些医务人员

过了二十几天再次前来支援九里亭，看

到袁潮都开玩笑说：“又是你，你还没回

家啊？”每次，他都乐观回应道：“疫情不

退，我们不撤。坚持就是胜利！”

□记者 陈菲茜 通讯员 黄孟陬

陪护临产孕妇住院、护送癌症病人

就医、帮助居民续上“救命药”……记者

了解到，全区 417名社区民警牵头组建

了社区帮困先锋队，在各个社区主动跨

前，协同居民区做好困难群体的民生服

务保障工作。只要居民有困难，民警都

会第一时间响应，保障“生命通道”，为

居民架起“生命桥”。

帮助孕妇紧急送医
“快帮帮我，孩子可能要生了”。4

月 12 日，新桥镇一女子在小区群内求

助。得知这一情况后，新桥派出所民

警张勇立即向其了解情况。原来，该

孕妇突然腹痛难忍，怀疑自己早产，而

所在小区处于封控区，无法外出，也打

不到车。

时间就是生命。张勇立即根据工

作要求，第一时间核实该女子的身份、

病例以及核酸检测报告等信息，并将

情况上报。获批绿色通道后，张勇搀

扶该女子上了转运车，不一会儿就将

其送达最近的医院。张勇积极沟通协

调，为其开具证明，成功办妥了相关住

院手续。

护送癌症病人就医
癌症病人曹先生也遇到了就医

难题。4 月 15 日，曹先生因为身体出

现不适症状，急需前往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接受治疗，由于所住村镇目

前处于管控区域，身体状况也不适宜

独自前往医院，于是向石湖荡派出所

求助。

了解情况后，石湖荡派出所民警李

为重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电话向曹先生

及其亲属询问就医信息，并积极与医

院、镇防疫专班、村委确认协调。随后，

在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制订了闭环

转运就医方案，顺利将曹先生接送至医

院就医。治疗结束后，李为重又将曹先

生接回了家中。

联系续上“救命药”
“专用药没了，上哪去找？”4 月 12

日，家住车墩镇的居民刘女士焦急万

分地向车墩派出所求助。原来，其丈

夫张先生正在服用的抗癌靶向药即将

耗尽，中断吃药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而上海的生产企业因防疫需要已停

工，张先生没有其他渠道购买，遂向民

警求助。

为解决张先生的困难，民警孙威涛

多方打听，联系到了一家外省市生产企

业的相关负责人，并约定第二天货车在

途经G15沈海高速车墩段时，短暂停靠

进行交接。取得专用药后，孙威涛将药

交给了刘女士。

□记者 彭璐 通讯员 陈丽

“再晚也要送上，答应了就

不能拖，居民有肉也放心了。”4
月 15 日近 22 时，小昆山镇山水

华庭居民区购物团“团长”杜徐

勤提着 5 袋猪肉匆匆赶到小区

门口交给居民。自 4月 6日起，

小昆山镇在各居民区组建社区

物资采购群，杜徐勤负责管理山

水华庭居民区 3 个社区 1000 余

人的物资采购。统计、收款、下

单、取货、签收，杜徐勤直言，为

居民当好“团长”，感到很充实。

好友逾800人
组团忙到深夜

山水华庭居民区由佘山院

子一期和二期组成，规模不小、

居民较多。社区物资采购群组

建的第一天，群二维码一经发布

几分钟内成员数就达到了 200
人，而后续入群需要好友邀请。

打电话来请求加杜徐勤好

友的居民络绎不绝，他的电脑屏

幕上也不断弹出新好友申请的

消息提示，一时之间，手机铃声、

微信消息提示音持续响起。为

了迅速组群发布团购信息，方便

居民尽快采购到生活必需品，杜

徐勤从当天早上 8 时忙到次日

子夜1时，他的微信新好友数量

也超过了800人。

亏点钱没关系 居民安心就好
小昆山镇在各居民区组建的社区物资采购

群，供货单位均由相关专业部门推荐，居民订购

起来更加放心，因而每天采购的物资种类、数量

较多。杜徐勤告诉记者，最多的时候，山水华庭

居民区一次性订购了126份猪肉。

由于采购数量较多、金额较大，杜徐勤也坦

言，刚开始几日经对账后发现亏了几单，算下来

将近有 1000元亏损。但他表示，只要能保证居

民订购的物资不少，自己亏点钱无所谓。“让居

民们安心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杜徐勤说。

答应了就不拖 确保应团尽团
4 月 15 日，杜徐勤清点物资时发现缺了 5

份猪肉，他马上与供应商取得联系，并与物流

司机约定当晚 9 时取货。拿着 5 份猪肉到小区

门口时已近晚上 10 时，杜徐勤说：“再晚也要

拿到物资，答应居民的时间不能拖，他们有肉

也放心了。”

小区里有不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

人，杜徐勤充分考虑他们的需求，每次都提前

电话沟通，确保“应团尽团”。居民常阿姨说：

“小杜这个孩子特别细心，经常会来关心我需

要什么。”

虽然每天信息不断，忙得连轴转，杜徐勤却

觉得能在疫情期间为大家服务是一件幸福的

事。“无论多早或多晚，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志愿

者都会一一为大家送货上门，我们的团队配合

很默契。”杜徐勤说。

会团购的参加团购 不会团购的帮代购

“万人社区”想方设法保物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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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待命精准调度 高速运转使命必达
——记九里亭街道疫情防控应急车队队长袁潮

“香蕉团”难以成团
“团长”多买送老人

送医找药做陪护 民警架起“生命桥”
——记由417名民警组成的社区帮困先锋队

独居老人腹痛难忍
志愿者彻夜陪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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