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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记者 王梅

2022年12月29日早上8时许，结束

了24小时连轴转的急救工作，松江六中

体育教师王鑫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酒

店，一进门便躺倒在床上。就在那天凌

晨，他和松江区 120 医疗急救中心同班

组的两位“师傅”几经波折将一名老年脑

梗患者从人乐小区送至附近医院。“我们

眼里高强度的工作与惊心动魄的场景，

对于120医疗急救系统的医务工作者来

说是家常便饭。”王鑫感慨道。

自 2022 年 12 月 23 日起，包括王鑫

在内，松江区教育系统共有45名教育工

作者报名参加 120 急救志愿服务队，担

任担架员、接线员，为特殊时期的院前医

疗急救工作注入了补充力量，成为担负

起护航生命重任的“临时急救兵”。

上演生命时速 分秒必争抢救患者
松江二中（集团）初中教师杜亮、上

海市城市科技学校教师朱敏是教师志愿

者队伍的小组长。几天下来，除了跟随

班组出车，他们也有意识地收集大家的

体会。两人介绍，尽管担任担架员的志

愿者大多是身强力壮的体育教师，但大

家普遍反映 24 小时连轴转很疲惫。“头

一天上岗，我们组一天跑了二十多趟，很

累，但这工作是救命的工作，再累也要咬

牙坚持。”杜亮感慨，120 医疗急救系统

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几乎天天如此，确

实辛苦。

“担架员并不是把病人抬上救护车就

行。”采访中，不少来自教育系统的“临时

担架员”都表达了相似的感受。明兴学校

“00后”体育教师邓金龙自认为体力很好，

上岗前培训时他暗自得意：“我是教体育

的，平时不是在运动，就是在运动的路上，

抬抬病人小菜一碟。”可两个24小时轮班

下来，邓金龙明显感觉身体吃不消了，他

说，即便是常年干急救的“老法师”，一单

跑下来也会累得气喘吁吁。特别是在没

有电梯的老旧小区，担架如何上下都有讲

究。遇到危重病人，担架倾斜的角度、抬

担架的动作也要格外注意。

急救人员是为生命护航的“急行侠”，

每一次奔跑都拼尽全力，只为护佑患者转

危为安。杜亮回忆，上岗的头一天，他在

一次出车过程中遇到一名患有心脏基础

病的老人。“家属发现老人不对劲时已经

有点迟了，情况十分凶险。”杜亮说，情急

之下，他和医生轮流为患者实施胸部按

压，最终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全天在线接听 使命责任始终在肩
若不是这次特殊的相逢，这些长期

与学生打交道的“园丁”们大概很难切

身体会“白衣天使”的不易。上岗第四

天便“中招”的周丽感受颇深。来自绿

洲艺术幼儿园的她在电话中扯着“宝娟

嗓”告诉记者：“120 的姐姐们是当之无

愧的天使。”

就在抗原检测呈阳性的前一天，周

丽还用“姐姐们”传授给她的经验指导新

进志愿者。“时间就是生命，一分钟内必

须问清楚情况，患者的住址、发病情况等

信息都要细致准确地记录下来。”周丽

说，面对电话那端的焦虑和不安，调度员

要保持镇定，才能高效帮助病患。

同为调度员的冯津津来自泗泾二

幼。因为支援120院前急救，她成了年幼

儿子心目中的“大英雄”。“从家里出来的

时候，他还给我加油打气，到岗第一天结

束，电话里听出我嗓子沙哑了，小家伙都

急哭了。”冯津津介绍，尽管志愿者只负责

接听电话、记录信息，车辆调派还是由120
调度员负责，但一天12个小时不停地接听

记录，腰酸背痛、嗓子沙哑都是“标配”。

“最近一周呼入量居高不下，日均呼

入量都在 500 多次。”短短几天，冯津津

真切地感受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艰辛。她

说，数据写出来只要一两秒钟，但这背后

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项项数据可以诠释

的，从120调度室到急救车厢，再到医院

急诊部，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用生命守护

生命，以温暖驱散寒意，希望全社会能给

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善意，同心协力早

日渡过难关。

本报讯（记者 王梅）居家学习模式

之下，三新学校松江思贤分校准备了形

式多样的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学生们通

过情绪相框、情绪拼贴画、心灵树洞等形

式敞开心扉、拥抱情绪，发现生活中的

“小确幸”。

“老师，当我做作业一直错、洗澡

太慢的时候，可以让爸爸妈妈不批评

我吗？”一封躺在“心灵树洞”信箱里的

匿名来信让心理教师赵芝怡陷入了沉

思，提笔回信时，她为来信学生准备了

可以阻止家长发表批评言论的“超能

力”。回信中，老师写道：“谁也不想写

作业一直错，谁都想又快又好地做好

事情，但是想和做是两回事，我们想要

达成的很多事情，可能目前没有办法

达成，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

困难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美地完成作

业、很快地洗好澡……说出你的困难，

试着和你的爸爸妈妈聊一聊，并进行

约定，制定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办法，和

父母一道克服困难。”回信的末尾，赵

芝怡还真诚地提醒家长：“为了孩子的

心理健康，请采取合理的方式教育孩

子，一味‘批评’并不可取。”

“希望学生看到回信时能学会接

纳自己的不完美，尝试真诚地与父母

沟通，也希望家长能做孩子成长路上

的倾听者、陪伴者。”三新学校松江思

贤分校德育副主任余梦圆介绍，学校

设有心理咨询室，还开设了心理咨询

热线和信箱。最近转为线上教学、居

家学习后，心理咨询室的老师在学校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心灵树洞”电子

信箱，并附带了回信方式。学生可选

择私下回信，或在学校微信公众号公

开回信。

除了开设“心灵树洞”解答学生们

的困惑，学校还分学段开展了线上心理

讲座，引导学生通过绘制情绪相框、制

作情绪拼贴画等方式表达内心的渴望、

纾解负面情绪。在孩子们绘制的情绪

相框中，有蓝天、大海、草原，也有孩子

直白地写下“我想去海南度假”“我想去

动物园”“我想回老家看望外婆”等愿

望；在情绪拼贴画里，学生们在白色纸

张上涂满各种各样的颜色，把纸张撕成

小碎片，然后再重新拼贴在白纸上。老

师们说，或规整、或凌乱的拼贴画映射

出孩子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有学生希

望生活能像春天一样生机盎然，有学生

希望做最真实的自己。

余梦圆表示，居家学习之下，师生互

动只能在线上进行，学生难免会产生孤

单、无聊等负面情绪。学校推出心理健

康关爱服务，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情

绪、拥抱情绪，成为情绪的主人，帮助学

生放松心情，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从

而以健康的心态赋能线上学习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黄有为 记者 李谆谆）趁天

黑行车到偏僻处，将大量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在垃圾

桶边，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料已被公共视频

记录。近日，小昆山城管中队办理了这样一起偷倒

生活垃圾案件，并依法对当事人处以行政处罚。

接到举报后，执法队员立即前往事发地实地

勘查。在位于小昆山园的九峰禅寺停车场，执法

队员发现一处生活垃圾收集亭旁堆放着大片生活

垃圾，主要有饮料瓶、泡沫餐盒、香烟盒等，现场一

片狼藉。

执法队员在观察四周环境过程中，发现小昆

山园入口处设有公共视频设备。最终，经过一系

列调查，执法队员初步锁定了偷倒垃圾的车辆及

其行驶轨迹。根据车辆登记信息，执法队员立即

联系到车主。

在证据面前，当事人承认自己当时心存侥幸，

想着事发地较为偏僻，人烟稀少，便趁着夜色把垃圾

运到此处倾倒。因涉嫌违反《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当事人被小昆山城管中队立案处罚。

本报讯（记者 宋崇 通讯员 徐磊）恒大佘山

首府小区居民贾志强近日将自购的300粒布洛芬

放置在小区东门保安室，供急需用药的邻居自取，

在特殊时期的冬日里汇聚起一股暖流。

“取药时记得自己带好盒子或保鲜袋，方便

拿，不够了再提醒，这边还有一些。”贾志强在小区

群里细心提醒着前去领药的邻居，同时叮嘱大家

要按照说明书服药，身体有特殊状况的务必遵医

嘱。“我之前备足了药，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

贾志强说。“给邻居手动点赞！”“大爱！”……见到

群里的消息，不少居民都纷纷点赞感谢。

“贾志强平常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一居民告诉记者，贾志强是恒

大佘山首府小区的志愿者，也是云庭居民区第二党

支部党员。对于贾志强疫情期间的付出，居民们都

看在眼里，但贾志强认为，这都是举手之劳。

本 报 讯（ 记

者 韩海峰 通讯

员 夏丹萍）“我

老伴感染新冠病

毒了，高烧不退，

家 里 没 有 退 烧

药。”近日，湖畔天

地居委会收到了

七旬老人周德平

的求助信息，社区

随即上演了一场

爱心接力，为老人

排忧解难。

“周德平刚做

完肺结节手术，还

在 家 中 打 点 滴 。

孩子不在上海，老

伴现在感染了，确

实有困难。”得知消

息的小区网格长陈

春妹很熟悉周德平

家中情况，在安抚好老人情绪后，她第一

时间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湖畔天地居民区

党支部书记俞祝玲。随后，俞祝玲联系了

湖畔天地居民区“第二书记”李彩秋，得知

她家中有药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是家人买的鸡，顺便拿给老人

调理身体。”李彩秋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把药送到了周德平家，还为

老人送上了一只鸡和抗原检测试剂

盒。“太及时了！我打电话还不到两个

小时，就有这么多人来帮忙，太感谢

了。”周德平说。为了方便及时了解老

人的需求，李彩秋还加了周德平的微

信。“家里有什么问题和需求，可以随

时联系我们。”李彩秋说。

据了解，面对当前复杂的疫情形势，

湖畔天地居委会深入排摸社区困难群

体，践行“有需要请找我”的承诺。“对于

因为居家隔离生活有困难的居民，社区

全力协助做好垃圾清运、快递取送、燃气

充值、送药送抗原等服务。”俞祝玲表示，

同时，社区也号召党员们在楼道群里积

极作为，和居民们一起共渡难关。

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 当前，零

售药房中感冒类药品、医疗器械需求

骤增，松江百年老店余天成迅速分析

研判市场形势，组织员工积极投入生

产工作（见上图），全力保障抗疫物资

供应，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

面对突然增加的药品需求，余天

成第一时间向厂家递交供货申请清单

并同步寻找脱销品种的上游替代商。

同时，统计现有紧俏药品的批零库存，

并成立专供小组进行统一调度，优先

供给窗口单位以保障市民需求。

余天成还对零售窗口实行限购措

施，杜绝捆绑式销售及一切变相涨价

行为，尽可能让平价药品惠及更多

人。在药品销售过程中，零售窗口不

仅作好药师用药指导，还会劝阻一些

非理性购药行为，尽量将急需药品留

给真正需要的市民。对于售罄的紧缺

药品，门店药师还会建议市民通过互

联网医院远程问诊开药，或前往附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配药。

事实上，这几天，余天成也面临工

作人员紧缺的难题。在余天成堂，一些

专柜员工一人兼顾多个柜台。“中药配

方吃紧，我们一方面与顾客沟通能否缓

两天拿药，另一方面经理室人员也都到

中药部帮忙配方、装袋、发药。”工作人

员刘海燕告诉记者，尽管人手紧，但余

天成堂依然会在晚上开设小窗售药，保

证顾客急忧难时可以拿到药。

同样，在余天成的各家药店，也有

不少员工坚守至今，位于佘山镇江秋社

区的余天成江秋药店店长冯艳清就是

其中之一。为了保障顾客的需求，她放

弃休息时间，主动承担了店内生病同事

的工作，还制作了“在吃饭”“在卫生间，

稍等”等牌子，在短暂离开时告知顾客。

值得一提的是，余天成还发挥中医

优势，根据行业规范，在余天成堂中药

柜提前配好“防疫柜台方”，在缺少成品

药的情况下，让市民可以多一个选择。

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 通讯员 张一璠）“这个

药箱真是我们老年人的福音，正好家里没备药，听说

有‘爱心共享药箱’，特意来取两粒退烧药以备不时

之需。”家住金丰蓝庭的老人项菁说。这几天，九里

亭街道不少社区都出现了款式简洁但内在丰富的

“爱心共享药箱”，在邻里间实现了药品的互助共享。

“这段时间，许多社区都跟我们提到，有很多居

民在微信群里寻求感冒发烧药品，邻居们也都热心

帮助。我们希望更好地发扬和传播这股学雷锋志

愿服务精神，于是就有了为社区搭建邻里互助平台

的想法。”九里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负责

人俞秋告诉记者。随后，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指导下，一个个“爱心共享药箱”纷纷亮相。截至目

前，九里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共准备了

200个药箱，并分发至辖区各社区、楼宇、园区。

在绿庭尚城居民区、九里亭居民区、亭北居民

区等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进门就能看到

醒目的“爱心共享药箱”，里面摆放着感冒药、酒

精、口罩、退热贴等药品和防疫物资。“有时候，微

信互助难以惠及社区里的高龄独居老人，‘爱心共

享药箱’成了很好的补充。”九里亭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赵伟华感慨道。记者了解到，该社区的“爱心

共享药箱”设置后，他率先为药箱投放了藿香正气

水、999 感冒灵、板蓝根、退热贴等多种药品。而

自“爱心共享药箱”设置以来，越来越多的九里亭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居民加入到爱心接力

中，药箱里的药品、物资也越来越丰富。

教书匠“转行”勇当护航生命“急救兵”
——松江教师志愿者参与120急救工作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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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志愿者周丽正在教师志愿者周丽正在120120调度室接听市民电话调度室接听市民电话。。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居民去社区“受心共享药箱”里取药。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