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在封控区和管控区的不少居

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家里的药陆续见底

了，“药罐子”问题越来越多地冒出来。

医院门诊开着，但居民“足不出户”，谁

来解决这中间环节？老百姓的“药罐

子”是否安稳？配药之路是否顺畅？记

者就此展开调查。

记者调查：部分医院
开辟“社区代配药志愿者
服务点”绿色通道

对封闭社区的居民来说，慢病用药

是突出需求。社区封闭一段时间后，药

吃完了，会影响本来稳定的病情，甚至有

引发危急重症的风险。考虑到部分封

控区的老年人行动不便，上海部分社区

的志愿者队伍陆续开辟出一个“专职”

岗位——配药志愿者。由他们收集居

民用药信息，由志愿者统一到医院配药。

为了和社区做好对接，龙华医院在

封控初期就开出了“社区代配药志愿者

服务点”，开辟绿色通道。

这个服务点就设在门诊大厅。志愿

者通过体温检测、“二码”查验、核酸报告

查验等进入门诊大厅后，一眼能望到。

目前，龙华医院派驻专门医生坐诊，快速解

决大量的配药需求，并做好代配药登记。

记者从龙华医院方面获悉，目前，

“社区代配药志愿者服务点”单日有

800-1000人次的就诊量，现在一共有两

个点位6名医生配置。“近期明显感觉需

求量在增加，随着封控期延长，不少慢性

病患者‘药罐子’见底了。我们将根据情况

实时调整配药人力、流程配置，方便居民配

药。”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门急诊办公室护

士长金逸告诉记者，眼下除部分确需外出就

医的患者，还有相当部分是来自社区的配药

志愿者。“我们门诊开着，科室也相对齐全，

居民需要配药，建议把诉求告诉居委会，由

社区安排一名志愿者带医保卡到医院来。”

院方建议配药志愿者：
尽量避开就诊高峰，“接大
单”后可提前和医院对接

近期，沪上不少医院都迎来“志愿者代

配药”小高峰，老年患者居多的复旦大学附

属华东医院更是如此。那么，志愿者代配

药，要注意什么？

在华东医院，为提高志愿者的工作效

率，减少院内就诊人员聚集，医院方面根据

“非常时期”的情况，优化就诊流程。华东

医院门急诊办公室主任钱敏介绍，志愿者

如为居民办理大批量（超过10张就诊卡）

代 配 药 业 务 ，可 在 来 院 前 拨 打 电 话

（62483180转570335）提前对接，以便院方

合理安排时间。为避开就诊高峰，医院方

面建议，志愿者可在10:30-11:30或15:30-

16:30这两个时间段到院。

在上海十院，考虑到社区配药志愿者

常常是一人带着几十张医保卡替居民配

药，为避免他们在不同科室间折返跑，预检

台一般会提前告知，志愿者可挂全科门诊，

一站式解决问题。院方提示：配药志愿者

到医院前，要提前把每个居民的情况和大

致配药需求记录下来，最好能包含患者的

用药名称、用药剂量等信息，这样到医院

后，整个速度会更快一些。

那么，精神类等特殊用药，“配药路”是

否顺利？记者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获

悉，目前患者到院复诊都可以配药，居民需

按流程向社区开具“出门单”。

互联网医院配药调查：分
担了一部分配药需求，但“最
后一公里”还有难度

可能需要调整用药，病情有变化，互联

网配药可行吗？

记者在采访多家医院后获悉，为满足封

控居民的配药需求，互联网医院成为一支重

要的服务力量，竭尽所能做好线上线下服

务，满足患者就医配药需求。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代谢

科常务副主任陈海冰坦言，疫情下，不少

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也处于满负荷状态，有

时沟通到一半发现“掉线”了，要反复重启

登录，如遇这种情况，也请患者体谅、耐心

等待。

同时，医院普遍向记者反映：当前，受疫

情影响，物流及人力都相对紧张，线上门诊

有些药物缺货，门诊药物配送也存在一定延

迟，请市民做好提前量准备，予以理解。

4月11日，微医药品配送车辆穿行在医

院、社区间，身着厚厚防护服的薛春燕与同

事们，将药品交到一位位患者手中。薛春

燕是一名抗疫志愿者。她介绍，在封控之

前，微医平台已接到大量医疗机构、患者的

紧急用药需求，就包括肿瘤等重症患者的

急需药品、“救命药”。目前，“在线问诊+药

品配送”闭环中的关键一棒大部分靠志愿者

“连接”。

记者从零售连锁药房获悉，互联网问诊

均有上线，但线下配送“最后一公里”遇到难

度，“药品齐全，配送难或配送慢”。也就是

说，“在线问诊+药品配送”闭环中的关键一

棒，目前亟需解决。

为了配药路的顺畅，他们在行动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李晨琰

就诊配药，封控期群众最现实的“急

难愁”之一。由于疫情防控，诸多医院和

药房目前无法正常线下接诊运营。如何

急群众所急，想方设法打通难点堵点，让

配药之路更顺畅？

目前，上海市药监局、市商务委正加

大协调力度，全力推进零售药店网点“应

开尽开”，并加快建立药品配送绿色通

道，努力解决互联网问诊中最紧迫需要

解决的药品配送难问题。

结合抗疫实战，一些新探索逐个涌

现——有的区成立“掌上药房”保供群，

并接驳三甲医院线上问诊，打开了就诊

配药双通道；有的区成立突击队，科学梳

理代配药流程，保障群众用药“不断档”；

有的基层社区建立起“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居民区”三方联动协调机制，

由工作专班保障就诊配药需求。

所有这些探索，目的就是“不间断提

供医疗服务”，畅通生命通道，守护市民

安康，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为打赢防

控大仗硬仗提供坚强支撑。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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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提前将电子版配药清单发给医

院，志愿者携带两份纸质清单，并按清单顺

序排列医保卡和挂号单，便于医生顺次开药

节省时间。”这些事无巨细的小贴士，来自一

份由闵行区抗疫突击队第5小组的队员编写

的攻略：《代配药流程及建议梳理》。该攻略

内容目前还在不断更新、优化中。

为保障群众配药“不断档”，闵行区

挑选了一支由正科级优秀年轻干部、优青

骨干组建的120人抗疫突击队，分成12个

小组，下沉梅陇、江川、浦江、颛桥、莘

庄、华漕等街镇，协助居村做好社区配药

等多项任务。

“接到集结令后，第5小组的10名组员

立即全员待命。组员大多是90后、95后，年

轻且充满力量，平时就是单位的骨干。”周

若曦是闵行区文化旅游局文博事业科科

长，这次担任第5小组组长。3月31日他

们一组下沉到江川路街道执行支援任务。

江川路街道东风小区是一个老旧小

区，小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药品需求量

高，每日需要配药者近百人。“药品不是普

通生活用品，需要专心、细心进行核验，在

购药前我都会跟居民再三电话确认，确保

配药准确无误。”95后姑娘赵丽琴在实战

中攒了很多经验，也摸索出每个小区和居

民的精准需求。

“挂号-就诊-付钱-领药”。看似简单

的步骤，当病历卡从一本变成上百本时，就

变得非常不简单。赵丽琴手中抱着一摞又

一摞的病历卡，配药等一个多小时也十分

正常，然而这些都不是最考验人的，最关键

的一环其实是领药。

医院发药时不提供塑料袋，志愿者们

为此动足了脑筋，每次去医院总要带上两

三卷透明袋用于装药。每一份药品都是

度身定制。为了保证居民到手的药品准

确无误，也方便居委会分发，志愿者们不

得不在医院大厅“摆起摊儿”来，对药品进

行分拣分装。每次分拣完药品，他们常常

直不起腰。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为一名孕

妇购买导管固定装置思乐扣。它属于医疗

器械类，我连跑了十几家药店都没有，因为

这超出了药店的经营范畴。奔波了一圈依

旧一无所获，这让我挺沮丧。”队员吴玥回

忆道，“但这也是刚需，回去后我心里总是

挂记着这件事。第二天，得知在肿瘤医院

可以买到，我赶紧赶了过去，心里的一块石

头终于落了地”。

闵行120人突击队为配药动脑筋编攻略

“徐汇掌上药店”，这是由徐汇区市场

监管局在抗疫一线针对解决百姓就诊配

药难而紧急设计开发的应用。居民只需

扫一扫二维码，就能精准锁定附近药店，

由药房店长配送，志愿者接力转送上门。

自3月底上线以来，该应用的访问

量已超5万人次，为封控区域居民配送

7000单急用药品。近日，“徐汇掌上药

店”再度升级。由徐汇区市场监管局联手

上药云健康旗下新特药品牌“益药 · 药

房”，在该应用原有基础功能上推出“互

联网医院+药品配送”服务新模式——拓

展互联网医院配药途径，在线提供中山

医院、龙华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的问

诊、开方、药品配送服务，解决了药房无

法购买到的药品和医保卡支付两大难

题。截至记者发稿时，通过该模式提供送

药服务共300余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市民的寻医难、配药难。

“益药 ·药房”是上药云健康旗下新特

药品牌，为癌症、白血病、罕见病等疾病的

患者提供药品零售服务，并可直接配送到

患者手中。疫情期间，“益药 ·药房”主动

接驳三家三甲医院的“互联网医院+药品

配送”服务。居民只需扫描“徐汇掌上药

店”二维码，根据需求选择“附近药店电话

购药”或者“互联网医院——益药药房联动

寻医配药”版块。点击进入“寻医配药”模

块后选择就诊医院，关注就诊医院公众号或

打开小程序，选择菜单栏中“互联网医院”，选

择“我要看病”及具体就诊科室和医生进行预

约就诊。完成诊疗后，在线开具电子处方。

药师审方完成后，患者选择自费或医保支付，

并填写配送信息，网上支付快递费。“益药 ·药

房”自动收到电子处方后，将第一时间进行

审查、打包、出库，送药到街道，再由街道分

派至各居委会。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受疫情影响，选择

“互联网医院——益药药房联动寻医配药”

的市民人数远大于互联网医院的接待量，互

联网医院候诊时间较长，药品配送订单量激

增，配送到小区时间会有延迟。对此，徐汇

区市场监管局正和上药云健康“益药 ·药房”

联手增加运力，同时请街道提供支持。

此外，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区

内 65家保供药店组建了“徐汇药店保供

群”，药店将居民急需用药发布在群内。4

月13日，凌云街道一小区居民急需白血病

抗癌药“尼洛替尼（达希纳）胶囊”，家里所

剩下的药物只能支撑四天左右，长时间断

药可能危及生命。由于这类抗癌处方药较

为特殊，药房没有销售，只能在大医院配

到，居委会志愿者一时配不到药，大家都很

着急。这条信息被发布到“药店保供群”

后，大家纷纷联系帮助寻找“药源”，最终在

群内一家国大药房门店的帮助下，居民通

过“互联网医院+药品配送”服务模式在网

上顺利配到了该药品。

“徐汇掌上药店”打开就诊配药双通道

■本报记者 祝越

■本报记者 顾一琼

团购的菜终于到了，肉类食品如何消

毒？装蔬菜的塑料袋可以消毒，里面的菜

该怎么处理？买回来的鸡蛋需要消毒吗？

疫情之下，就当前的家庭消毒，上海市疾

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医师张玉成为市民划

重点提醒。

首先，肉类食品无需消毒，市民处理时

要佩戴口罩，把肉浸泡清洗数遍即可。蔬菜

在收菜、整理时，也可佩戴口罩，如有橡胶

手套亦可使用。这里要提醒大家，对不易脱

水、变质的蔬菜，如土豆、萝卜、洋葱等，

可把它们在阳台通风处放置一段时间。对于

易脱水、变质的蔬菜，如青菜、蒜苗、豆芽

等，可慢速水流冲洗、浸泡清洗，沥干后存

储。买回家的鸡蛋，一般无需消毒，冷藏或

阴凉处放置即可。烹饪前，要将鸡蛋外壳清

洗干净。

另外，可以对冷冻食品的外包装进行消

毒，烹饪前慢速水流冲洗表面亦可，无需对

里面的食物进行消毒。

消毒剂的选用也有一定讲究。过氧化氢

可以有效杀灭新冠病毒，一般用于室内空

气、环境、物体表面消毒。具体使用方法及

对象，参考产品使用说明书。滴露产品众

多，不可一概而论。如为衣物用消毒液，不

能用于环境、物体表面的消毒。具体请以产

品使用说明书为准。

作为常用的消毒剂，84消毒液具有良好

的消毒效果，一般用于环境、物体表面（桌

面、坐便器等）的消毒，但不建议市民朋友

将它用于对蔬菜、水果等食物进行消毒。

如果家中没有消毒剂，产品使用说明书

上标明可以用于环境、物体表面消毒的，就

可以使用，但不建议市民朋友用于对蔬菜、

水果等食物的消毒。一般来说，衣物消毒剂

与环境物体表面消毒剂有效成分相差较大，

消毒效果有限，不建议用于环境、物体表

面、物品外包装的消毒。能否使用，要以产

品使用说明书为准。

常用的需配置的消毒剂，主要指含氯

（溴） 消毒剂，一般均为现配现用。建议

大家配好后留存时间不要超过 24小时，

应尽早使用。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有效

成分会挥发，消毒效果下降。另外，过期

的消毒剂，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浓度降

低，消毒效果可能会打折扣。手头没有其

他消毒剂可用时，也可应急使用，适当增

加用量或消毒时间。

也有家庭会使用臭氧机消毒。臭氧消毒

器产生的臭氧通过氧化作用，破坏微生物结

构，从而达到消毒灭菌的效果。但臭氧也会

对人体产生伤害。消毒时，人不能处在同一

环境下。因此，臭氧消毒器主要用于工业化

生产，不建议家庭使用。

最后要提醒的是，消毒并非只使用消毒

剂，通风、日晒、煮沸，都是有效的消毒方

法，且更建议居家情况优先选用。对于市民朋

友来说，通过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接

触，可以有效预防新冠，消毒只是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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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讯（记者唐闻佳 李晨琰）当前，上海疫情防控正处于
关键时期，新增病例仍在高位。与此同时，近几天，出院和解除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也比较多。

昨天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

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通报：4月13日，本市新增2573例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2514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日，全市

本土病例出院737例、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5406例，他们将

返回居住地接受7天居家健康监测和检查，属地要妥善做好交

接工作。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金山区朱泾镇党委书记夏

红梅同时就疫情防控最新情况、热点关切予以回答。

目前，本市本土新冠感染者数量多，除无症状感染者外，在

确诊病例中绝大多数是轻型，少部分是普通型，当前有重型9

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我们依据《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按照一人一方案原则，增配救治力量，开展多学

科专家会诊，针对重型患者伴随严重基础性疾病的特点，在积极

治疗新冠肺炎的同时，加强对基础疾病的治疗，积极防治并发

症，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吴乾渝说。

目前，全市小区均已封控多日，为何有小区还会出现阳性感

染者？对此，吴寰宇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筛查数据有一

定的延时。二是存在家庭聚集性传播。三是在全域静态管理阶

段，虽然居民足不出户，但仍有很多物资在流通。如果存在被病

毒污染的物品，不排除接触后造成感染。

分区分级管理后，有人担心：少量人员流动，又会增加防疫

难度。金山区最早公布分区，防范区也比较多，如何做好“三区”

管理？夏红梅以朱泾镇为例谈到，“三区”划分后，当地研究了一

套针对防范区的管理办法：先防后放，管住人、守住门，做到“有

限开放”“有序流动”。

“现阶段流调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聚焦对核心流调信息的

调查。同时，现阶段也进一步加强对市场、工地、企业等集体单

位进行流调。”吴寰宇称。

近期出院和解除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人员较多

本报讯（记者占悦 通讯员龚尚廉）昨天，上海市工商联（总
商会）就发动民营企业参与社区抗疫再动员、再部署。动员全市

各级工商联、商（协）会和250多万家民营企业更好响应党和政

府号召，积极筹措资源、分级协调处置、打通工作节点、下沉对口

社区，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抗疫及保供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这

场大仗硬仗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要求，下一阶段要围绕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委

统战部工作要求，更有组织性、更有针对性地推进工作，助力社

区抗疫更有力、更有效。

3月以来，广大上海民营企业主动作为、发挥所长、各显其

能，为助力上海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民营企业为抗击疫情累计捐款5100万元，

捐助药品、食品、消毒用品等各类防疫和生活物资价值1.41亿

元，设立抗疫基金3亿元，为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减免房租、物业

费1.35亿元。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市总商会会长寿子琪出席视

频会议并讲话。

上海民企积极筹措资源助力社区抗疫

随着上海开始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

防控，街头的零售药店正快速恢复元

气。截至前天，全市已开零售药店1105

家，另有1033家正逐步恢复营业。与此

同时，上海正加快建立药品配送绿色通

道，尽快将药品送至居民手中。

除了生活必需品外，百姓担心的还有

所需药品是否能得到保障。记者了解到，

为解决疫情期间市民就医配药问题，市药

监局、市商务委目前正加大协调力度，全

力推进零售药店网点“应开尽开”，并组织

上海邮政等第三方物流企业，建立药品配

送绿色通道，努力解决互联网问诊中最紧

迫需要解决的药品配送难问题。

全力推进零售药店“应开尽开”

市药监局日前会同市商务委联合下

发《关于推进零售药店保障供应恢复经营

有关事项的通知》。根据《通知》，拟开药店

应向所在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执行

人员驻店闭环管理，纳入所在社区网格化

核酸和抗原检测，做好清洁消杀和人员防

护措施。各区商务委则应及时开展申请解

封药店的审核工作，将“白名单”抄告各街

镇予以解封。

市药监局局长闻大翔表示，正督促

上海药品零售连锁总部排摸可恢复经营

药店信息。“我们排摸发现，在已正常营

业的1100多家零售药店之外，还有1033

家零售药店都有开店的意愿和可能，我

们正在加紧协调，让零售药店‘应开尽

开’。”他表示，如果这1000多家药店也

能恢复营业，全市的零售药店就能有

2000多家，可占正常水平的50%，从地点

来看也分布在16个区，可为各个区、街

镇、社区提供药物供应，进一步提升药店

服务社区的能力。

据悉，未来所有营业中的零售药店名

单，将通过“上海药店”App和“随申办”小程

序等渠道向社会动态公示，信息同步对接

至社区居委会和外卖平台，充分保障和释

放药店服务社区能力。根据《通知》，各区

市场监管局将加强对辖区开业经营的零售

药店的监督管理，关注药店备货供应情况。

下一步，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

下，市药监局将持续推动保供药店恢复营

业，动态更新名单信息，并进一步加强监

管，守住质量安全底线和疫情防控安全线。

加快建立药品配送绿色通道

为缓解当前药品配送运力不足问题，

市商务委、市药监局、上药控股、上海邮政

公司等单位已成立工作组，建立形成“上药

物流仓库—邮政专车—街镇—小区—居

民”的药品配送绿色通道。

记者了解到，上药控股以处方为单位将

药品装袋，再以街镇为单位装箱，由邮政运输车

队从上药物流仓库配送至街镇指定地点，然后

由街镇分送到各居民小区，由志愿者送达居民

手中。此前，由于疫情封控等原因，大量消费者

通过线上网络平台订购药物，但运力紧张，目前

尚未配送的药品大约为5万单，邮政公司将派

出一部分专车，率先负责配送这批药品。

此前，上海邮政已为上药集团互联网医

院提供送药服务，为虹口、杨浦、宝山、嘉定

等区在医院就医的患者及养老机构提供送

药上门服务。家住宝山区顾村镇的张阿姨

已经居家快一个月了，长期服用的降血压药

眼看就要“断档”，正是通过上药与邮政的接

力，她才拿到了急需药。

下一步，市商务委也将进一步推动药品

保障供应企业与物流企业、外卖平台、街镇

居委会之间的联动，全力提升药品配送效

能。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美团、饿了么、

达达、闪送等平台已相继开通相关绿色通

道，帮助特需人群解决实际困难。

努力解决互联网问诊中最紧迫需要解决的药品配送难问题

上海推进零售药店“应开尽开”
加快建立药品配送“绿色通道”

已开零售药店1105家，另有1033家正逐步恢复营业

■本报记者 徐晶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