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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在岗位上的“生命通道”守护者

为了送药，她日常跑遍整个江湾校区

志愿服务队队长廖晨思说，

志愿者们主要是来自社会工作、心

理学、人口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

究生，根据工作需要，被分为20个

小组，开展电话流调、数据上传和

信息审核方面的远程工作。

在流调通话中“同理”对方

“志愿者招募通知是4月16日

晚上8点前后发出去的，没想到12

点左右就有八十多位同学报名，第

二天又有同学陆续加入。”此次志

愿活动的指导老师，社会发展与公

共政策学院博士后袁晶说。

得知学院招募流调志愿者

时，2019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

万鸯鸯毫不犹豫地报名，作为一名

党员，她觉得自己理应先上。

上岗前，浦东疾控中心副主

任肖绍坦和浦东疾控中心科研与

信息办公室主任周弋对此次任务

的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做了详细

周密的专题系列线上培训。

为第一时间收集感染者的相

关信息，浦东疾控中心要求志愿者

们从接到任务到完成信息上传不

超过4小时。为了准确而高效地

获取所需信息，万鸯鸯在与感染者

通话前都会仔细梳理和准备问题，

在通话中详细了解相关情况。

通常情况下，万鸯鸯完成一

次流调通话大致需要20-30分钟，

但遇到如聚集性病例这样的情况，

则可能要打好几通电话，花上1-2

小时才能全面跟进相关人员。

对2019级心理学系硕士生计

邹慧而言，电话流调中的沟通态度

与心理咨询的原则有共通之处。

在遇到一些无法清楚描述自己情

况的外来务工者或老年人时，计邹

慧会耐心倾听，随后在把握核心问

题的基础上，根据对方回答及时转

换提问方式，让对方更容易接受，

从而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

在流调通话时，感染病例有

时会出现焦虑或烦躁情绪。对

此，2020级人口学博士生金雁选

择“在他们倾诉过程中进行提

问。”每位感染者的喜怒哀乐，让

她更深刻感受到疫情对人们生

活的冲击，也更能换位理解对方

的处境。

小组每天完成4-5项任务

怀着这份感同身受与使命

感，金雁对每项任务都非常认

真。她所在小组基本上每天会

接到4-5批流调任务，作为组长，

金雁还在所有组员完成工作后，

总结汇总当天的情况，时常会忙

到很晚。

2021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

敖景颖参与流调信息的质控工作，

“需要逐个核对志愿者们汇总的密

接人员信息，确保大家填写规范且

符合逻辑。”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她

总结了一份信息填写的注意事项

文档，清楚标注重点内容的提示、

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为志愿者的

信息填写提供指引。

有需要就坚持做

“这段时间，同学们上交数据

都很及时，数据质量也挺好，反馈

不错。”分管病例流调信息质控提

取与转运推送工作的浦东新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五分中心副主

任邓鹏飞说。

肖绍坦说，“非常感谢复旦大

学的大力支持，在最吃紧的时候，

为我们增添了宝贵的新力量。”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很

多志愿者都表示，只要有需要，就

会坚持做下去，直到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攻坚战。 文/汪蒙琪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党委组织

员陈文燕是校园“生命通道”上的

一位志愿者，为了送药，她日常要

跑遍整个江湾校区。

自学校进入封闭式管理以

来，陈文燕已在江湾环境楼的办公

室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她

做过核酸检测志愿者，也去食堂为

师生们打包过盒饭，目前还是所在

环境楼的楼长，负责组织楼里二十

多位师生、物业、保安人员的核酸

检测、抗原自测以及一日三餐等。

像陈文燕这样身兼多职、日

夜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生命通

道”守护者还有很多，他们中不乏

奋战在一线的校医院医务人员，也

有在各校区每日风雨无阻取药送

药的各院系部门辅导员、专职教师

等。

通了五次电话，才找到
放错地方的药品

江湾校区食堂工作人员傅彩

云阿姨患有高血压，每天要服药，

一旦停药，人就会感到头晕不适。

前段时间，高血压药快要用完的傅

彩云了解到校医院没有自己需要

的药物后，立刻向食堂负责人提

交“生命通道”校外购药申请，通

过食堂向江湾校区前方指挥部汇

总职工用药需求并交由校医院审

核，傅彩云很快在网上购药平台成

功下单。

然而，由于快递员在配送时

误将药品放错地方，校门口的保安

始终没有找到药。“当时傅阿姨和

我说，快递员前一天就送药来了，

于是我再去校门口找了两次，也没

有找到。”

为了尽快帮助焦急的傅彩云

找到药，陈文燕与傅彩云前后通了

五次电话，在学校保安的协助下找

到错放的药品。保卫处对药品消

毒及24小时静置后的次日上午，

陈文燕第一时间到食堂将药送到

傅彩云手中。“我非常感激陈老师，

她为我一趟趟地跑，太不容易了。”

傅彩云在收到药后说。

从送完一趟要3小时，
到1个多小时能完成

在陈文燕收到的用药申请

中，有不少像傅彩云这样需要长

期用药的基础疾病患者。随着

学校封闭时间的延长，他们身边

储备的常用药往往已经不多，

“生命通道”的开放解决了不少

人的燃眉之急。

为了完成当日的送药，陈文

燕每天至少在校区里走一个完

整的来回，从2号门取药处出发，

一路经过化学楼、交叉1号、2号

楼、生科楼、物理楼、法学楼，再

到食堂、体育馆、保障楼、专家楼

……刚开始送药时，一趟要三小

时，如今已熟悉流程的她，快则

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一趟取

药、送药。

网购药品快递单上的“隐私

保护设置”，时常会让送药工作变

得有些麻烦。“很多快递单默认添

加‘隐私保护’，收件人姓名一般就

只显示姓，电话也是虚拟号码，打

不通。”陈文燕就根据药品核对信

息，通过用药申请找到联系方式，

再与收件人电话确认，但如果遇上

手机号填错的情况，送药工作就会

变得更加繁琐。

江湾校区物业巡视员王振

民师傅每天服用的控糖药快要

用完时，通过“生命通道”在网上

买到药。由于下单匆忙，不小心

填错手机号码，好不容易买到的

药，却因为一时疏忽导致快递员

无法联系上他，加上快递单上默

认有“隐私保护设置”，想要联系

到王振民变得难上加难。

“平台上差一分钟药可能就

被‘抢’光，他一急就把电话填错

了，这也给陈老师造成很大的麻

烦，让她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

所以特别感谢陈老师。”替王振

民对接送药的物业经理梁燕说，

为了帮助王振民尽快找到药品，

陈文燕一趟趟往返于校门、教学

楼，几经核对寻找，最终花了一

个多小时才将药送到了正在交

叉1号楼工作的王振民手中。好

在药到得还算及时，王振民在停

药一天后及时续上了药。

白天送网购药，晚上送
校医院配送的药品

“生命通道”开放以来，陈文

燕每天都会为教职工们取送药

品，白天送网购药，晚上送校医

院配送药，还要统计汇总各院

系、单位报上来的用药申请，在

每天五点前提交校医院进行审

核。每一份申请，陈文燕都会在

校医院审核后及时与用药人反

馈，尤其是一些药名相同、品牌

不同的校内用药，她还会与用药

人及校医院进行多轮沟通及确

认。

此前，由于常用的高血压药

快要用完，近期一直在江湾校区物

理楼办公的物理系吴老师向院系

提交了校内用药申请。当天，该申

请就经由陈文燕提交至校医院审

核，很快，校医院向陈文燕反馈，表

示已有药虽然名称相同，但品牌不

同，因此需要请吴老师确认是否需

要。

“陈老师和我在微信上说了

药的情况，我说可以。”吴老师表

示，针对药品情况，陈文燕和自

己进行了详细的告知说明；同时

由于疫情原因，校医院允许他向

所在单位报备后先行用药，等疫

情过后再向校医院支付药费。

在确认使用该药品后，吴老

师第二天晚上就从陈文燕手中收

到了完成消杀静置的药品。每天

晚上八九点左右，校医院的防疫车

就会将一批通过“绿色通道”申请

的校内用药送往江湾校区，为了让

大家尽快拿到药，陈文燕通常会在

静置期一满就去取药，因此晚上九

点左右，她就送递前一天到的药，

一般会送到夜里十点多，忙的时

候，也会送到十一、二点。

前段时间，连日的阴雨让日

常走路送药的陈文燕湿透了两双

鞋，但乐观的她却说，“没事儿，这

几天太阳好，鞋都晒干了。”尽管每

天都是满档的工作，但“每次送药

时，大家都特别热情，一直在感谢，

感觉挺有意义。”

“在我们‘生命通道’的微信

工作群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些老

师日常为学生送药。”陈文燕说，

“生命通道”面向校内所有的老师、

学生、后勤人员，各区域的“生命通

道”工作人员会将完成消杀、静置

的药品一一送到。

文/汪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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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疫情期在校师生员工的用药问题，4月6日起，在各校区前线指挥部、校医院、总务处、
学工部、研工部、医学学工部、人事处、保卫处及各院系单位的支持配合下，邯郸、江湾、枫林、张江
等校区开通“生命通道”，解决因突发疾病或长期服药紧急需求、自购药品外送进校问题。

为保障“生命通道”的畅通及时，各校区已实现校内用药“白天申请，晚上到药”的高效运转。
目前，“生命通道”已及时为校内1200余位师生员工配送急需药品150多种。

近百学子10天高效远程工作

完成 1000 多项电话流调
4月18日以来，经培训上

岗的近百名来自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的学生志愿者

一直在协助上海浦东新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

浦东疾控中心）开展流调工

作。10天时间里，这个近百人

的团队已远程完成了1000余

项电话流调任务和33000余条

病例信息录入与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