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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0后居委书记，有坚守的大白，有不惧风雨的志愿者，还有几千居民

他们并肩携手，守护这一方家园 本报讯 近期，区金融办主动出
击，多方筹措，积极搭建平台，联合
上海市科普教育展示技术中心（上
海市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区发改
委、区商务委、区投促办、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团区委共
同举办“科创金融下午茶”系列线上
金融服务活动。

活动邀请农业银行五角场支
行、北京银行杨浦支行、兴业银行杨
浦支行等多家商业银行，以线上直
播的形式，通过政府产业部门解读
政策、银行分享惠企产品、企业参与
互动答疑等环节，针对性地为企业
减压分忧提供金融政策和服务。

4月、5月先后举办的两场活动
吸引了上千人次观看，获得了银企
的高度认可。目前已有多家企业与
银行对接咨询，其中迈容智能等企
业已进入融资流程。

疫情以来，区金融办始终坚持
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区域金融机构
通过展期、无还本续贷、延长还款
期限，以及降低贷款利率、担保费
率等举措减轻企业负担，不断加大
金融普惠服务，致力于提供有温度
的服务、政策和资源，不断升温营
商环境，帮助企业抗疫纾困，共渡
难关。

据悉，下一步区金融办将继续
深入走访调研，举办多轮“下午茶”
活动，以更精准、更贴心的金融政
策、金融产品恢复市场信心、助力复
工复产。 ■毛信慧

系列线上金融服务活动
助力杨浦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同济科技园杨浦基地
党委、同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同济创业基金近日联合主办“党
旗 飘 扬—— 同 济 科 技 园 帮 扶 减
负，助企纾困”线上政策直通车宣
贯活动。

5 名来自政、银、企、园不同领
域的政策专员，为园区 250 余名中
小企业代表线上开展政策宣传和答
疑解惑。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政策服务
部详细解读了抗疫助企相关政策，
并围绕 2022 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
评价相关政策做介绍。嘉定区就业
促进中心创业指导科从人社系统角
度，对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和多
项创业补贴相关惠企惠民政策进行
了要点解读。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普惠金融事业部围绕普惠金融政
策，对疫情下的小微企业相关金融
项目进行介绍。

同济科技园园区企业上海源慧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如何在
疫情下抓住电商新机会作案例分
析。同济科技园普陀分园企业服务
部围绕近年来创新创业赛事基本情
况，为企业申报创新创业赛事进行
全方位解读。

在沟通交流环节，线上参会企
业人员围绕纾困解难领域政策落
地、政策申请等问题进行咨询。同
济科技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协调
推动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为园区
企业复工复产做好准备。■毛信慧

怎样享受帮扶政策
同济科技园手把手教

如何做到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不断档、基本民生服务不停步

疫情之下，守好特殊群体“生命线”

■记者毛信慧 宋玥 通讯员刘海华

小区出现高龄阳性病例，他穿戴
防护服搀扶下楼；行动不便的患者出
院了，他随车一路护送；她，每天随队
奋战在各个核酸采样现场；她，风雨
无阻准时到居委会报到……在控江
四村第一居民区，有认真履职的居委
干部，有日夜坚守的医护人员，有热
心服务的志愿者团队，也有支持和信
任他们的几千户居民。

在这个有爱、有温暖的“大家庭”
里，人们聚成一团火，拧成一股绳，守
望相助，共克时艰。

高龄老人的转运回程，
80后居委书记很上心

小区出现阳性病例，控江四村第
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邱斌立即穿戴
防护服，毫不犹豫接下协助患者转运
的工作。

“当时没想那么多，况且转运对象
有高龄老人，其中一位前些天还骨折
了，所以当时满脑子都是老人们的安
全，还有转运工作的紧急。”邱斌说
道。由于运力资源紧张，当天来小区
的转运车上只有驾驶员一人。面对行
动不便的高龄患者，邱斌和居委干部胡
文斌做起了临时“转运员”，两人搭手
一起把老人从家里抬到了转运车内。

没有电梯，两位临时“转运员”又
立刻搀扶着另外两位老人慢慢走下
台阶。

在行动不便的这户居民符合出
院条件后，邱斌又操心起他们的回
程，“转运车辆人手够不够，我们这儿
的楼栋分布情况他们熟不熟，老人目
前的恢复情况怎么样……”这些问题
一直萦绕在邱斌脑海里。出于这样
的“放心不下”，他安排车辆去了定点
医院，随车一路护送老人们回家。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这位“80后”
书记每天穿梭在小区里，有时是核酸
检测现场的“秩序员”，有时是物资车
上的“卸货工”，有时是绿化带旁的

“清理工“，有时是拿着推刀的“发型
师”……他尽力让每一个居民的呼声
都有回应，在每一处重要环节都亲自
把关，为小区2000多户居民撑起抵御
风雨的伞。

社区医院护士：“我们一
刻也不敢耽搁”

“谢谢当时救助过我的那些人，

他们有的给我喂水，有的给我按摩，
还有一位志愿者阿姨，把我的手放进
了自己怀里去捂暖……”在沈晔眼
里，小区居民的温暖举动给她注入了
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一次，在小区核酸检测现场，一
名手提核酸样品箱的“大白”突然体
力不支，瘫倒了下去……身边的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连忙上前帮忙，还有人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居民刘海华告诉记者，“在等待
120救护车的过程中，那位大白稍稍恢
复了一些意识，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快将核酸检测样本送去医院
’，原来那个箱子她一直护在手边。”

这名“大白”是杨浦区控江医院
的护士沈晔，从3月底接到核酸采样
任务以来，她每天随队奋战在各个核
酸采样现场。刚上小学的儿子只能
偶尔通过视频“见到”妈妈。“这段时
间我们常常凌晨才回到医院，稍作整
休后，5点又坐上了大巴车出发前往
下一地点。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一
刻也不敢耽搁。”

那一天，沈晔被医生诊断为低钾
症状， （下转第4版）

■记者 汤顺佳

“李阿婆，你的饭我给你放门口
了，记得一会儿出来拿！”“哎，小田
啊，谢谢你！”

在戎泽苑小区，热腾腾、香喷喷
的饭菜被打包装盒，在做好防疫工作
后，由专业骑手送到老人家门口。

敲敲门，屋里的老人心领神会，
等个两分钟出来取饭，全程无接触。

一日三餐：日均助餐3794人
一日三餐保供，是特殊人群的

“生命线”。疫情期间，杨浦区民政局
通过“重点供餐企业+街道睦邻小
厨+社会餐饮力量”的方式，确保每个
街道不少于1家供餐机构提供服务。

截至目前，全区日均助餐 3794
人，助餐量 4494 客，在岗送餐员 46
人，在运营睦邻小厨共7家，另有多家
餐饮企业参与送餐。

在物资保供方面，3月以来，杨浦
区民政局同步加强资源调配，努力解
决好特殊人群的“菜篮子”、“医药箱”

问题。据介绍，商贸集团接收的杨浦
第二批 4.5 万份免费蔬菜，已全部派
送给孤老、无人照料的残疾人等。此
外，杨浦还向各居委免费配送大米、
罐头食品，以备特殊人群应急之需。

社会捐赠物资，如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上海市帮困互助基金会、盒马
公司等捐赠的爱心物资，也由区物资
保供组派发给各街道，再运送到特殊
人群手中。同时，各街道也广泛接受
到社会各界的捐赠，及时关爱社区高
龄独居老人及困难人群。

就医配药：全力满足“一
事一议”

4月初的一天，明园村居委会的
电话响了。赵忠接起，电话那头的老
人着急万分：“喂，有人吗？我要求
助，我孙子要去新华医院……”

赵忠当了多年的居委会民政主
任兼儿童主任，对于电话里的声音他
很熟悉。老人的孙子小天（化名）今
年8岁，患先天性心脏病，近期又查出
患骨囊肿，已在封控前进行了手术治

疗。急于前去就医，是因为拆线时间
到了，但因小区被封出不去。

多年前，孩子父亲因病去世，母
亲入狱，老人就独自带着孙子，生活
在这处老房子里。因为没有稳定收
入来源，加上孩子的重病，他们一直
是低保户，孩子也被列为杨浦区困境
儿童，属于长期关注对象。

“您的事我明白，先别急，我一定
帮您。”挂了电话后，赵忠马上向区未
保办反映情况。区未保办第一时间
开展联络，找到祖孙俩当前居住的平
凉路街道。

街道未保站一边积极协调内部
资源，通过微信让社区医生了解小天
的病情，进行护理指导；另一边则通
过街道健康办协调，派车将小天送至
医院，完成伤口拆线。同时，赵忠与
未保社工王晓东一起，保持电话、微
信沟通，对祖孙二人进行心理疏导，
缓解疫情带来的焦虑和患病带来的
低落情绪。

5 月 9 日，小天需要再次去医
院复诊，车辆已提前协调好，停在

小区门口并全程接送。老人连声
道谢。

杨浦区现有在册困境儿童60余
人，存在自身残疾、失去父母、家庭贫
困等情况，一场疫情对他们来说是引
发各类问题的导火索。就医难，就是
其中之一。

当然，对其他困难群体来说，看
病问题同样急需解决。殷行街道救
助所的韩闻悦，最近也在为另一件事
忙碌着。

街道托管的低保对象沈平（化
名），因患有精神分裂症，长期住在
上海市民政第三精神卫生中心。疫
情前，他因突发脑溢血，曾临时转至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术
后回到精卫中心，仍需继续服用脑
溢血治疗维持类药物。“但这个药精
卫中心没有，需要去其他医院代
配。”韩闻悦说，“而他的社保卡按照
防疫规定，必须留在精卫中心，所以
我们没法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
配，只能找二级及以上医院补办临
时就诊卡自费配药。”（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