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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立）“您于 2022年 4月 20日

致电‘12345’热线反映的事项已完成办理。松江

区‘12345’市民服务热线以短信方式联系答复您

……”4月23日下午，市民滕小姐首次收到一条来

自松江区“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短信回复。不

同于以往的电话回访，这样的短信推送让求助事

件处理过程更为具体，复核也更为高效。

记者了解到，4月23日起，松江区“12345”市民

服务热线率先开启电话来源工单“短信推送”答复

响应渠道，在电话回复基础上，增加“短信推送”方

式。市民致电时间、事项办理进展、问题发生原因、

事项处理结果等要素都将以短信形式一并发送给

市民，进一步提升疫情类诉求的服务感受能级。

“我能够在短信中得知事情发生的原因以及

处理的过程，每一个疑问都能得到很明确的回

应。”滕小姐对短信推送的形式表示非常认可。她

告诉记者，4月18日，她曾因家中没有燃气一事致

电“12345”市民服务热线求助，但到了 20 日事情

都 没 有 得 到 解 决 ，无 奈 之 下 ，她 便 再 次 拨 打

“12345”求助。

事实上，因为滕小姐的住所与燃气配送网点

不在同一街道，加上配送人力紧张，才无法尽快为

其配送燃气瓶。“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曾

尝试致电滕小姐想向其解释原因，但却无人接听。

4月21日，工作人员将燃气瓶送到滕小姐家中。

事件处理过程中难免存在电话漏接、无人接听

的情况，松江区“12345”市民服务热线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每每事件处理完毕，还需致电市民复核处

理结果，但无法联系到求助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此外，因疫情防控原因，4 月 1 日起，松江区

“12345”市民服务热线转接工单数量激增，截至

4 月 22 日，共接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转办

各类工单 30281 件，其中疫情类工单 29257 件，

占比 96.62%。

本报讯（记者 陈燕）“你好，船上

备的高血压、高血糖药快没了，能不能

帮我想想办法？万分感谢。”日前，一艘

船滞留在泖港水域，船上一名船员紧急

求助道。接到求助电话后，位于米市渡

的区交通委执法大队二中队立即联系

属地政府相关保供渠道，第二天一早就

将配好的药品送到了船员手中。

同日，芜湖联顺 820船求助称要买

罐装液化气。接到求助后，值守队员立

即与当地供气站联系，但得知按照燃气

配送相关规定，无法向船舶供应燃气

罐。为了解决船员烧饭问题，二中队队

长陈瑞锋通过防疫部门联系保供超市，

采购了一台电磁炉送到船员手中，解决

了船员的燃眉之急。

4月1日，浦西地区实行封控后，航行

在松江辖区内的202艘运输船滞留在黄

浦江、油墩港、茹塘等多条航道内，436名

船员的生活受到影响，区交通委执法大队

积极行动，全力保障滞留船员生活所需。

“我们船上快断水了。”“我的手机充

电器坏了。”“厨房里生姜、老抽没了。”……

水上抗疫微信群里不断弹出各类求助信

息。为了保障物资正常供应，区交通委执

法大队的两支水上中队的队员们想方设

法，起早贪黑为滞留船舶输送物资。

本报讯（记者 周丹丹）“你好，请

先在这里做抗原检测。”日前，方松街

道月亮河桂园小区门口，外卖小哥们

被志愿者一一“拦下”，进行抗原检测。

“现在小区不少居民通过团购、外

卖来补给家庭物资，但是疫情形势还

是蛮严峻的，所以我们和各小区业委

会也进行了沟通，大家一致认为，很有

必要对来小区的外卖小哥、送货人员

做抗原检测。”月亮河居委会主任周碗

群告诉记者，设置抗原检测这个流程，

既是保障物流安全，也是保护小区居

民的安全。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志愿者与

物业人员在门岗附近设置了三个区

域，分别是抗原检测区、消杀区、取货

区，每个区域分别保持一定距离。“外

卖人员做完抗原检测，再进行扫码登

记信息，并出示近期核酸证明后，才可

以把货品放置到消杀区，再由我们消

杀组的志愿者对物品进行消毒，放置

至少半个小时，再转移到取货区。”居

民志愿者顾巧丽介绍，小区居民只能

在取货区进行取货，如此流程下来，可

以更好地保障安全。同时，抗原检测

不仅适用于外卖小哥、送货人员，对于

外出回来的小区居民，也同样适用。

在志愿者们的引导下，外卖小哥和

送货人员有序进行抗原检测。对于每

名外来人员，小区也都严格进行登记，

坚持“当天检测结果当天有效”原则。

升级的防控举措，也得到了送货

小哥们的理解。“毕竟都是为了大家的

安全嘛！”饿了么骑手涂明新做完抗原

检测后告诉记者，虽然耽误了一点点

时间，但也支持理解。美团外卖小哥

朱新苗也表示，非常时期，大家都是为

了抗击疫情，“一线人员都很辛苦，我

们大家也都互相配合、互相理解”。

□通讯员 夏婉翠

当居委会的热线电话中一半以上

都与配药有关，当线上填写的药物需求

表越来越长，当松江区内的医院已经无

法满足居民需求，永丰街道“配药小分

队”越挫越勇、迎难而上，迅速壮大队

伍、不断调整编组，从3月中旬成立时不

到10人，扩编到了如今的30余人，从地

段医院组、区中心医院组、市一南院组

延伸到了精卫组、市区组……

一个月以来，这支主要由永丰青年

党员组成的小分队每日往返于各医院，

用奔跑的速度传递服务的温度，为居民

提供暖心“医”靠。截至目前，小分队已

为6000余名居民提供代配药服务，日均

250 单，基本实现了“前一天的配药需

求，第二天完成”。

以领头雁般的果敢，
实现配药“加速度”

收集配药需求、定时收取医保卡、

按照医院分类分拣、前往配药、按照居

民区再分拣、及时送药……小分队每天

从早上7时忙到晚上八九时。让“细工”

出“快活”，让居民尽快拿到药品，一直

是小分队努力的目标。

“一开始封控小区有五六个，我们

从‘分散作战’变为‘集体作战’，实现

全域统筹、一次跑腿，每天完成 150 多

单。后来封控小区数量增加，配药量

激增，我们又从‘集体作战’改为‘对口

援助、专人专线、小队兜底’，确保大型

居民区配药需求不积压、急需刚需也

能兼顾到。”小分队发起人，街道党建

办、纪工委的青年党员陈凯希、张晓雯

因地制宜地建立“阶梯配药机制”，第

一级为辖区保供药店，第二级为地段

医院，第三级为区中心医院，第四级为

距离较远的市一医南部和方塔医院。

“层层流转、层层递减，阶梯机制减少

了舟车劳顿的空耗，以集中力量造福

更多居民。”陈凯希说。

各居民区党组织也想方设法、各显

神通，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发动小区里

的医护人员、社区民警、药店工作人员

加入小分队。家住维罗纳贵都小区的

于医生是一名党员，轮休时还专程回医

院为邻居配药，截至目前，他已为 70多

名邻居送上“救命药”；海尚名都小区的

3 名医护人员带上 5 名志愿者自组团

队，为200多名居民配药……

以老黄牛般的勤恳，
按时驼回“定心丸”

“请叫我们‘药袋姐妹’！”每天背着

一大袋药品满载而归的队员戏称道。

如何实现一次前往，收获最多？队员们

开动脑筋，形成攻略：两两组合，你挂

号、我排队，你付费、我等候，完成既定

任务后再一同整理装袋。

“到市一医南部配药，可以先去药

房询问药品是否有库存以及挂哪个科

室的号。”“配中药需要把处方给到 9号

中药窗口，次日再来取药。”“大病医保

病 人 在 挂 号 时 就 要 出 示 登 记 回

执。”……大家将配药经验及时梳理分

享，让组内的配药“新手”也能迅速提升

技能。“姐妹们的分享特别有用！”“新

手”们连连点赞“配药锦囊”。

每到下午，一大袋一大袋的药品被

驼回街道办事处。为了周转大量药品，

街道腾出了一间间“药房”，满载而归的

队员们集合于此，按照居民区进行二次

分拣，再兵分三路开始送药。“当日的药

品我们都是当日送达，但对于胰岛素这

样需要冷藏的生物制剂类药物，我们会

第一时间送到居民手里。”一名队员说。

以千里马般的韧劲，
悉心种下“忘忧草”

精神类疾病药物怎么解决？交通

管控的情况下，如何前往位于浦南的区

精神卫生中心？为了打通特殊药物渠

道，小分队想尽办法。刚开始，永丰派

出所民警主动承担了取药的任务，随着

需求量不断增加，小分队常态化开通了

“塔汇专车”。

“氯硝西泮片都断货了？精卫中心

对面的卫生室还有存货，我去配！”街道

武装部的“90后”青年李尧是队伍中唯

一的男性成员，认真细心的他独立负责

前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配药线路，从药

物咨询接单、联系地段医院到了解患者

病情及用药情况，从领取盖章的代配药

单到代配代送药物，他都一人完成。

近期，为了给深受失眠、精神类疾

病困扰的居民配到氯硝西泮片等药物，

李尧几乎天天越江配药，目前已为百余

名精神疾病患者解决燃眉之急，被社区

工作人员戏称为“塔汇男神”。由于目

前区内有些特殊药物已经断货，小分队

还需定期前往市精神卫生中心代配。

以小蜜蜂般的机敏，
破解配药“跨区难”

“我是大病患者，签约的三甲医院

是长海医院，去那里配药我才能报销

多一点，要麻烦你们了！”……像家住

玉树公寓的李师傅这样的病患并不

少，面对他们的迫切需求，来自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和团工委的 4 个姑娘组成

“市区配药 4 人组”，不定时出车前往

市区配药。

与在松江配药不同，市区的配药需

求分布较散、开诊停诊信息不易获取，

如何在半天多的时间内跑更多的医

院？姑娘们需要提前做攻略：“我们会

先问清楚患者要挂号的科室，然后查看

每家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看看第二天有

没有门诊，还要查地图，画好最优线路、

算好核酸报告的有效期。”

姑娘们每次都是大清早出车，下午

两三时回到松江时，已是饥肠辘辘、疲

惫不堪，但看到居民的感谢信，她们觉

得再苦也值得。瑞金、华山、中山、仁

济、六院、肺科医院……截至目前，她们

已经“打卡”了20多家市区医院。

永丰街道“配药小分队”一个月为六千余名居民提供代配药服务——

配药有速度“医”靠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周丹丹） 松江区支

持企业应对疫情金融服务指南日前出

炉，内容包括驻松35家银行和保险金融

机构的助企纾困政策，以及各金融机构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减轻市场主

体负担，帮助本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将《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相关举措落到实处，区

发改委（金融办）联合各驻松金融机构，

形成了这份松江区支持企业应对疫情

金融服务指南。

在该指南中，银行信贷方面，各家银

行均提出对受疫情影响导致还款困难的

普惠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并且

开通线上审批绿色通道等服务，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

提供优惠定价支持，其中工商银行最低

可至 LPR 基准利率下浮 35BP 水平（即

一年期贷款执行利率3.35%），农业银行

一年期普惠贷款优惠利率可低至3.5%左

右，光大银行提出最高1000万元的房抵

快贷业务，执行利率最低可至3.7%，随借

随还；上海银行提出首期设立 100亿元

专项信贷额度，包括 50亿元普惠纾困、

20亿元抗疫研发、10亿元普惠民生和20

亿元无还本续贷等，专项用于本市小微

企业疫情防控；建设银行配置专项普惠

信贷规模，对疫情防控重点领域小微企

业贷款需求优先受理；农商银行联手各

类商协会、产业园、街镇、团区委青联、工

商联等多个平台发布助企纾困专属服

务；稠州银行设立10亿元额度的专项优

惠信贷资金支持。

银行结算方面，多家银行提出对受

疫情影响地区客户减免或优惠多项手

续费。农发行提出对于困难企业提供

五大类 46项服务收费减免；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等各家银行提出免

收所有单位本外币结算账户的开户手

续费和账户维护费。

保险公司方面，各家保险公司开通

理赔绿色通道外，更提出多项优惠政策。

人保财险提出加强对专精特新企业扶持

力度，2022年部分项目保险费率降低至

1.5%；安信农保发挥自身业务优势，优化

绿叶菜价格保险，针对疫情期间因保供抢

种补种的绿叶菜，扩大承保覆盖面积，并

对疫情期间绿叶菜价格保险实行“双倍理

赔”，有效缓解农户疫情期间经营压力。

区发改委（金融办）提醒，有需求的

企业或个人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查看《驻

松 35家银行和保险金融机构的助企纾

困政策》，进一步了解政策细节，以更好

匹配符合自身需

求的金融产品或

服务，也可通过链

接获取各银行和

保险金融机构联

系方式后直接对

接沟通具体情况。

“今晚有一批物资要分发给居民，请大家随时

做好集合准备！”单位闭环结束刚回到小区，我就

接到了任务，一想到要送物资解决群众生活的“最

后一百米”难题，我既激动又紧张。

吃好晚饭，我便等待命令准备随时出发。但

一直等到晚上8时多，又接到居委会通知：因为大

雨，考虑到蔬菜遇水不易保存，决定明早再派送。

这下，我们服务队工作群里炸开了锅。“我不怕

淋雨，我觉得今晚分发让居民自己处理更好。”“早一

点分发能让居民安心。”“如果有肉，经过一夜会发臭

的。”“太晚派送，会不会吵醒老人？”……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争论不休”，而我从中感受到了“急群众之所

急，想群众之所想”的忘我氛围。

最终，“争执”有了结果：当晚就行动。而事实

证明，居委会的判断是对的，分发工作的难度超过

我们想象。

“手套戴好，两层，先戴塑料手套，再戴纱线手

套。”深夜，我们20多人在小区门口集合，大家忙

着做防护、穿雨衣。

“大家抓紧，我们庆华苑480户，两户一箱，卸下

来240箱。”终于，卡车来了，几名男同志迅速爬上

车。“年轻人上去，年纪大的接货和传递，3名女同志负

责点数。”雨中，也不知谁在指挥，让秩序十分井然。

物资是卸下来了，但一箱物资大概25公斤，共

240箱，卡车距离小区大门30米，距离小区最近的

一幢楼约100米，但此时，雨却越下越大了，大家你

看我，我看你，眼神中是同一个疑问：怎么搬？

“谁家有依维柯？”“我家楼下邻居有辆三轮

车。”“我家有手推车。”……很快，“低配版”运输小

分队组建了起来，6辆手推车、一辆三轮车，两人

一组，每车次搬运八九箱，虽然搬运耗时很长，但

大家都干劲十足。

第一批物资送进了小区。“每辆手推车拿一张

签收单，送到楼下与楼组长交接，然后让楼组长分

发！”有人提议。然而，很快，各种情况又来了。“这

样不行，我车上10份物资，你让我去的那幢楼只

住了8户人家，我说剩余两箱要搬回来，隔壁楼组

长说先给他，岂不乱套了吗？”“我这里也是这个情

况，签收单都不对了。”“好好好，大家都停一停，我

们再来商量一下。”“这样吧，我们根据每幢楼住户

的多少安排运送，送完一单再来领下一单，要确保

零差错。”……于是，行动重启。

经过3个多小时的冒雨派送，我们23名党员，终

于完成了50幢楼480户居民的物资派送，不漏一户，

不错一单，圆满完成任务。 松江区检察院 周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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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夜，他们为送不送
物资起了“争执”
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 天气：大雨

设置抗原检测区 送货首先需检测

月亮河桂园小区门口，外卖小哥和送货人员有序进行抗

原检测，志愿者对物品逐一进行消毒。 记者 周丹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