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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2.0版]“小张，新年好！请问本周五是否能配药？”2025年第一天，市民张阿姨给95后志愿者张
晟翌发来微信，在得知周五下午可以代配药后，她委托他为自己独居的93岁母亲滕阿婆代配
药并预支药费。小张在接到委托后，随即线下接单并在“未老为老”小程序上创建订单。

2024年11月，宝山区大场镇为老服务中心启动了“我让你医靠”老年人代配药服务项目，
张晟翌和其他志愿者开始每月两次在各个小区和医院间奔波。“我让你医靠”是如何给老人依
靠的？青年报记者跟着张晟翌体验了一次配药流程。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独居高龄老人配药有困难？

这群年轻人让你“医”靠！

作为上海睦邻坊社区指导

服务中心的社工，张晟翌是代配

药服务项目的工作人员，也是代

配药服务的志愿者，自服务试运

行两个月以来，他已经服务了12

次。“根据老年人日常服用慢性病

药物的需求和频次，我们的代配

药服务时间固定在每个月的第一

个周五和第三个周五，老人或其

子女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

联系我们志愿者，也可以在小程

序上直接下单，志愿者通过小程

序的下单情况或者和老人的电联

情况，提前与老人沟通。”张晟翌

说，两个月来，项目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不断继续摸排，针对服务的

试运行情况进一步优化。

“走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有的老人虽然90多岁，但身体还

挺好，而有的非高龄老人身体却

不好，存在配药困难。还有一些

残疾人，也存在困难。”大场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有的居民年龄只

有60多岁，身体条件也还不错，

但家里有病人要照顾，没法长时

间出门，也有实际困难，“所以，

2025 年我们要做代配药服务的

2.0版，进一步拓展服务人群。”

自代配药服务推出以来，张

晟翌一直奔波在一线，他坦言作

为一个社会工作者，自己很认同

这个职业，“我工作也5年了，见

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群体，有老

人，有困境儿童，也有残疾人

群。像配药这样的事，看起来是

小事，却能实实在在帮助到高龄

独居老人，听到他们说一句‘谢

谢’，内心就会很有成就感。”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开展大
调研，走访中，有居委干部反映，
有些年纪较大的独居老人、空巢
老人，因为子女年纪也不小了，
存在配药困难的情况，所以为了
切实解决90岁以上独居老人日
常用药难题，我们依托市福彩基
金的支持，与第三方——上海睦
邻坊社区指导服务中心合作，启
动了‘我让你医靠’老年人代配
药服务项目。”大场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大场镇是人口大镇，老龄化

趋势在逐年递增，目前，全镇常
住人口有42万人，60岁以上的户
籍老人就占近40%，其中100岁
及以上老人有45人，90岁以上老
人有近1900人。

“经过排摸，90岁以上的独居
老人有近300名，所以我们把代配
药服务的人群确定为90岁以上的
独居老人，代配药品的范围主要
是老年人慢性病的常用药，比如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呼吸道
疾病的一些药物。”这名负责人
说，配药的医院主要是大场镇的

大场医院和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我们与四家医疗机构都进行
了沟通，他们开设了绿色通道。
目前因为数量还比较少，绿色通
道暂时还没启用。”

志愿者给老人代配药，需要
取走老人的医保卡，有时老人还
需要先支付药费，如何让老人

“配得放心”？记者了解到，依托
“未老为老”小程序，代配药服务
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监管。

2023年，大场镇开发了“未
老为老”小程序，代配药服务推出

后，“未老为老”小程序加入了代
配药服务的模块。在“未老为老”
小程序上，代配药服务从绑定代
配药对象的个人信息、验证代配
药服务对象的资格条件，到代配
药服务的订单下达、代配药志愿
者的订单接收、代配药品的直接
送达，可以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在配药的各个环节上，代配药志
愿者会主动上传医保卡的取还照
片、医院配药的现场照片、药品的
收据照片以及服务对象收到药品
照片，让代配药服务“有迹可循”。

“滕阿姨，我是帮您配药的
小张。”上周五13时45分，张晟
翌来到了滕阿婆的住所。打开
门后，滕阿婆给他递上了自己的
医保卡和需要配的四种药的药
盒。“您的药之前配过，我都知道
的，不用给我药盒了。”张晟翌接
过医保卡说道。

从四楼下来，张晟翌用手机
给滕阿婆的医保卡拍照，然后上
传到“未老为老”小程序。“我们

代配药服务的第一步，就是上门
确认并取医保卡，原本滕阿姨应
该把药费的钱给我的，但她女儿
已经在微信上转我了，所以只要
在系统里点击确认微信支付就
可以了。”

随即，已经“接单”的张晟翌
就赶往2.3公里外的大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青年报记者跟着
他来到卫生中心，先在窗口排队
挂号，然后到医生诊室开药。

“这种银杏叶片我们没有这
个品牌的，有其他品牌的，药效
是一样的，你看要不要配？”听到
医生的询问，张晟翌赶紧打电话
给滕阿婆的女儿确认，对方表示
老人吃惯了那个品牌，只认那个
品牌，没有就先不配。于是，张
晟翌让医生开了其他三种药，又
下楼付费、取药，并将账单拍照
上传。

配好药，张晟翌赶回滕阿婆

所在的小区。14时45分，他将
药品、医保卡、账单等交给了滕
阿婆：“银杏叶片没有您要的牌
子，我已经跟您女儿沟通过了，
她会从其他地方给您配。”

“谢谢！辛苦你了！”滕阿婆
不停对张晟翌道谢，“我眼睛白
内障很严重，看不清，腰和颈椎
都不太好，不太好出门了，你们
（代配药）对我们老年人很好
的。”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郭容

①取卡
②挂号
③开药
④拿药
⑤送药

拓展服务人群
切实帮助困难群体

一小时搞定 接单、取卡、配药、送药上门

有迹可循 全流程数字化监管让老人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