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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于一腔热血后，如何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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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烧药还有吗 ？ ”在橱
窗外徘徊好一会儿后 ， 一名
两鬓斑白的七旬爷叔终于推

开了育秀路 315 号的大门 ，
略带忐忑地问道 。 根据邻里
间口口相传的消息 ， 这里设
有互助共享药箱 ， 免费发放
退烧药 。 这个四处买不到药
的老人 ， 对于这个设在家门
口的共享药箱寄予厚望。

店内 ， 南桥镇互助共享
药箱的发起者贾春雷面露难

色 ， 自去年 12 月 21 日开始
向外送药 ， 他已送出了上千
份退烧药 ，如今 ，储备药品已
送出殆尽 ， 面对接连不断前
来询问的居民 ， 贾春雷只能
不停道歉。

凭借一腔热血 ， 顶着巨
大压力 ， 自掏腰包和伙伴们
设置共享药箱 ， 分发完手中
全部储备药后 ， 贾春雷等志
愿者们遭遇尴尬 ： 仅凭几个
志愿者的力量 ， 已经捐不出
更多的药了。

如何让精心设立的共享

药箱不因药物 短 缺 而 被 闲

置 ？ 如何让余药真正在线下
流动起来？ 一个个难题，摆在
了互助共享药箱的发起者 、
维护者们面前。

前来寻药的市民络绎不绝

在连日来上海各区涌现的共享药箱中，贾
春雷和他的伙伴们设立在奉贤区南桥镇的共享
药箱，是其中较早、规模较大的一组。
这组共享药箱，在奉贤区共有 10 个固定

点位，遍布饭店、居委会、街边小店等，自去年
12月 21日送出第一批药物，已累计向社会免
费发放了千余人份退热药。
因为稳定、高效、持续送药，贾春雷和伙伴

们设置的共享药箱，名声很快传出南桥镇、传出
奉贤区，有媒体称：他们“微光成炬，温暖你
我”。
然而，对于发起和维护这组共享药箱的志

愿者团队———贾春雷和他的朋友来说，共享药
箱的出现，更多是一场始于一腔热血的“无心
插柳”。
贾春雷，46岁，奉贤区南桥镇本地人，从事

公益活动24年。在南桥镇，他因长期热心公益
而小有名气。也正因此，贾春雷身边聚集了很多
志趣相投的朋友。共享药箱的雏形，就是这些朋
友之间碰撞出的火花。
“最早是因为我们团队成员李芙蓉，疫情

初期时给自己的公司采买了一批退烧药做储备
药。发现很多市民缺药后，她就将一些药放在了
我的店里，让我转送给买不药的老人和孕妇。”
为了方便有需要的市民取药，贾春雷将这

批对乙酰氨基酚片，分装成 6 片一组，并在朋
友圈中发布了消息。消息发出不到 1天，14 瓶
累计 1400 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就被前来寻药
的市民，领取得一干二净。
眼看前来寻药的市民络绎不绝，这群一起

做公益的伙伴们燃起了热血。贾春雷的伙伴中，
有企业老板、公职人员、私营店主、白领等。十几
个志愿者凑出了自己能找到的全部药品，一鼓
作气，在奉贤区 10 处地点设置了 10 个互助共
享药箱。

填补“余药共享”线下空白

在贾春雷和伙伴们设置互助共享药箱的同
时，包括腾讯出行和新闻晨报·周到联合推出的
“新冠防疫药物公益互助”平台在内的多种
“余药共享”平台接连涌现。

在热衷于通过互联网解决问题的年轻人
们，纷纷涌向线上“余药共享”平台的同时，贾
春雷等人也迎来了互助共享药箱的主要使用人
群，他们大多是互联网难以覆盖的老年人。
因为不熟悉网络，用不来线上互助系统，老

年人大多通过邻里交流、楼组群相互传递消息。
家周围有人免费发放退烧药的消息，很快通过
口口传播，被社区老人们所熟知。

在贾春雷看来，涌到线下互助共享药箱的
老人们，大多处于两种情况，其中一部分老人尚
未生病，他们之所以跑来领取药物，只是为了有
备无患。“老人和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就算没
有药，也会觉得大不了自己扛一下就过去了。老
年人不敢冒这个风险，他们大多有基础疾病，忧
患意识也比年轻人强。他们觉得，就算没发烧，
也要备着，有备无患。”
另一部分则是发了烧也不敢去医院的老年

人。退烧药发完后，贾春雷开始不断告诉前来寻
药的老人，上海全市设有 2000 多间发热诊间，
如果发热，可以到发热诊间开药。然而，每每听
到贾春雷这样讲，前来的老人就会面露难色。
“病人不去可以吗？”一位前来寻药的老人

问。对此，贾春雷无言以对。
“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

题。但我听得出来，这些老人不到万不得已，他
们不想到医院开药。”

爆火之后面临维护困境

络绎不绝前来的求药者，加剧了互助共享
药箱的维护难度。
去年 12 月 28 日，恰逢贾春雷母亲生日，

按照一家人的原计划，这一日，原本应由贾春雷
带着母亲和爷爷奶奶，到父亲墓前祭扫。然而，
这天中午，贾春雷的母亲却说什么都不同意贾
春雷参加祭扫，以及自己 72岁的生日宴。
“我爷爷奶奶都90多岁了。我妈妈说什么

都不让我回去。她担心我在外面接触的人太多
了，把病毒传染给两位老人。”为了维护自己店
中的互助共享药箱，贾春雷已经连续多日未回
老家了，来求药的人中不乏发热患者，贾春雷虽
然不惧怕感染，但仍需要为家中的老人、孩子考
虑。
互助共享药箱设立后，维护成了摆在众多

志愿者眼前的难题。维护药箱需要志愿者付出
大量时间成本，一旦药箱无人看管，箱内的退热
药很快就会被领取一空。
志愿者余丽丽放置在自己小区的互助共享

药箱就是其中一例。药箱设置时，余丽丽自己正
在发热，无法在现场照看药箱。于是，这个在小
区门卫处的药箱，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助药
箱。所有人都可以按需拿取里面的药物。在这样
的情况下，余丽丽也分不清，药品到底是被哪些
人拿走了。“我能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药箱的
存在，小区中需要药的人，及时拿到了退烧
药。”
在业主群中，有邻居向余丽丽发来感谢。对

方告诉她，因为这个药箱的存在，自己家中 103
岁的老人发烧，得到了救治。
“只要确确实实帮到了人，哪怕只是一个

人，那么这件事就是有意义的。”余丽丽说。

除了时间成本，在药箱设立几日后，另一个
困境很快浮现。尽管十几名志愿者们已经掏空
了“家底”，药箱中的药还是发完了。尽管偶有
新的捐赠者出现，但是截至目前，捐药到互助共
享药箱中的人数，远远低于取药的人数。
去年 12月 28日，10个互助共享药箱点位

的药品都已分发殆尽。
为了维护互助共享药箱的正常运转，负责

维护其中 3个点位的蒋记海鲜店老板娘李霞，
从家中拿出了自己储备的冰贴和酒精湿巾。做
为志愿者，李霞已不知多少次自掏腰包补充药
品。这些天来，她分光了自家储备的药品，就连
朋友从日本寄来的去痛片也捐了出来。如今，她
又开始将自家防疫物资，一一整理出来，进行分
享。
然而，志愿者们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面对

巨大需求的缺口，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对前来
寻药的邻里连声道歉。

让更多余药流动起来

“已经慢慢开始有人拿药过来了。有人拿
来了口罩，有人拿来了体温枪，还有人拿来了一
些消毒用品，哪怕是一点一滴的汇集，终归说明
是有效果的。”在李霞看来，尽管缓慢，但互助
共享药箱正逐渐脱离对志愿者的依赖，发挥起
线下“余药共享”交换平台的作用。
相较于李霞的耐心，贾春雷更为心急一些。

作为这 10 个互助共享药箱的发起人和组织
者，以及从始至终一直在一线负责分发的共享
药箱维护人，他能感受到市民对药品需求的迫
切。
他更希望社会向互助共享药箱的捐赠速度

能够再快一些，让更多的退烧药和防疫物资，能
够惠及互助共享药箱的主要人群———那些不擅
长上网的老年人们。
“我相信一些企业、单位是有储备药的。如

果这些单位的库存药品有余量，希望他们可以
捐到互助共享药箱里，我们这些志愿者可以出
人出力，帮忙对药品进行记录和分发。”贾春雷
说。
想了想，他又补充强调：“当然，也不是药

品一定要送到互助共享药箱。互助共享药箱只
是个概念，共享的动作同样可以发生在楼道群、
同事群、小区群之中，最关键的是，要让多余的
药，流动起来。”
除了药品供应外，志愿者权益保护的问题，

也是制约线下共享药箱继续发挥作用的难点。
尽管凭着一腔热血，贾春雷和伙伴们在明知有
风险的情况下，建立互助共享药箱。但这并不意
味着，所有人都能抱有如此勇气。
在贾春雷认识的公益志愿者中，不乏有人

因对分发药品这一特殊物资的举动抱有疑虑，
拒绝加入维护共享药箱的队伍之中。这份挥之
不去的担忧，让志愿者们在进行公益服务时，畏
手畏脚。
“作为志愿者的领队，我希望能有权威部门，

对志愿者们进行指导和释疑，让志愿者们能够更
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公益之中。”贾春雷说。

[新闻链接]

目前，贾春雷及其伙伴们开设的“互助共享
药箱”点位如下，如有余药，欢迎捐赠共享:

1.美佳康奶昔工坊（育秀路 315 号）
2.江海园区双木公司（国顺路 1088 号）
3.恒盛居委（楚园路 236 号）
4.蒋记家宴（环城东路 611 号）
5.蒋记海鲜（通阳路 320 号）
6.齐乐汤（湖堤路 369 号）
也可通过腾讯出行和新闻晨报·周到上海

联合推出的“新冠防疫药物公益互助”平台进行
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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