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供应链
电商“喂食”宅人们
疫情之下，被迫宅在家里、以前就网

购生鲜的人更依赖网购，以前没尝试过

的人也开始在手机上下单。
市民蔡先生打开手机，生鲜电商的

APP可以占满一屏。“我买得比较多的是
盒马，从春节开始到现在一个多月时间，

我发现，在盒马上买菜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节后大约两周时间里，不仅买菜靠
‘抢’，配送小哥也奇缺；大约 2月 10日

以后，情况变好，但配送时效性还是做不
到以前那样；最近几天，我发现盒马已基

本恢复到日常水平了。”
叮咚买菜骑手小王，从大年三十开

始就没有休息过。除夕那天，叮咚买菜的
订单量较上月同期增长超 300%。在已

开通服务的上海、杭州、无锡、苏州、深圳
等 5个城市，每日订单量开始超过 40万

单，日供应蔬菜量超过 1000吨，每一位
叮咚骑手一天要给 100多个家庭送菜。

在叮咚买菜创始人、CEO梁昌霖看
来，做加法的不仅是订单，疫情进一步推

动了叮咚买菜加强供应链能力。
“大年三十开始，全部采购员被派到

合作的云南、贵州、山东等产地，协调当
地人员复工。”梁昌霖告诉记者，公司因

此进一步加大了产地直采的比例，一方
面能保障供应更稳定，一方面则可以降

低成本。“直接从产地购买毛菜，在总仓
进行分选，去掉了中间环节，成本更低。”

上海另一家生鲜电商巨头———盒
马，则开始“全国一盘棋”地调配资源，发

挥其在全国 23个城市 200多家门店的

规模优势，利用各地本土化的供应链，与
全国供应链进行结合互补。如上海人口

多，需求量大，就从山东、云南、福建等
地，每天调拨 100多吨蔬菜作为补充。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更多单位复工、
复产，货源问题正在更好地被解决。更重

要的是，电商平台要解决的不是生产问
题，中国上游的产能是巨大的，考验更多

的是各个平台的供应链。

“共享员工”

解决配送短缺难题
除了“缺货”，困难也来自“缺人”，尤

其是配送小哥。这一点，没有一个平台可

以“幸免”，受配送人员返乡过年和疫情
期间到家订单猛增的双重影响，运力一

度出现明显短缺。疫情防控刚开始时，永
辉到家甚至鼓励配送人员和门店店员的

家属一并参与配送。

众多解决办法中，“共享员工”真是
一个利人利己的绝佳主意。

2月初，盒马鲜生最早宣布，将联合
云海肴、西贝、探鱼、青年餐厅等餐饮品

牌，促成“共享员工”的合作———将原本
在餐饮行业“赋闲”的员工送至盒马各地

门店，经训练后参与门店货品打包、分

拣、上架等工作。
不过，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外援”

们也将陆续返回原来的岗位，大量空缺
岗位又将出现。为此，盒马宣布开启新一

轮招聘，开放 3万个岗位，包括总部采
购、技术、运营等，也包括一线门店小二，

其中配送小哥最为紧急。根据盒马预估，

当前全国盒马工作岗位缺口约为 1 万
人。加上今年新增开店规划，全年人才需

求预计在 3万左右。
叮咚买菜的配送方式，原本是“来一

单送一单”，承诺“29分钟配送到家”。但
订单暴增之后，骑手曾经要到凌晨 1时

才送完。因此，疫情期间，集约式配送应
运而生，按照小区来区块化调度，一个路

线、一个时间段的订单，集中分拣、集中
配送，并创新性地试点加入汽车的运力。

目前，12辆蔚来电动汽车被试点投放到
12个前置仓，以前骑手用电瓶车送单，

一次性最多只能送 20单，现在一次能送
80到 100单。

市长县长
当“李佳琦”助农直播
达尔文说：“物种的进化结果，并不

必然是最强的或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

应变化的。”
眼下的一大“变化”，是消费者对于

生鲜电商的接受度直线上升。“疫情加速
了用户习惯的固化，但用户留存的本质

还在于能否创造价值。”梁昌霖认为，疫

情期间的种种极端条件，向用户证明了
生鲜电商也能成为让人放心的“菜篮

子”，传统菜市场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
另一个“变化”，来自产品的上游。过

去，中国绝大多数的农产品已经形成了
一条由农户/合作社，经由中小批发商、

大批发商、集贸市场/批发市场、菜市场/

商超，再到消费者的超长上行通道。疫情

则让更多农产品生产者看到了另一条途

径：到线上去，直接触达消费者。
2月 10日，上海互联网企业拼多多

率先上线了“抗疫开拼，爱心助农”专区，

帮助贫困地区和部分农产区解决特殊时
期的农产品滞销问题。2月 19日，拼多

多进一步上线“农产品产销对接”专场活
动，浙江衢州椪柑、广东徐闻菠萝、广西

荔浦砂糖橘、海南保亭百香果等多种地
方特色农产品首批上线。其中，浙江衢州

市市长汤飞帆、广东徐闻县县长吴康秀，
更是亲自参与助农直播，帮农户卖货。

最终，徐闻菠萝和衢州椪柑在 2小
时内均告售罄，不得不临时补货，两个直

播间共售出订单近 8万单，累计帮助农民
销售了约 60万斤的水果。而首批上线的

助农商品总共超过 55件，活动上线首日，

总计已售出超过 100万斤各类农产品。
销售额猛增、客单价提高、线上线下

加速融合⋯⋯生鲜电商“疫”外崛起，是
希望所在。但也要看到，这个行业从来都

不是一个“容易赚钱”的行业，就在这个
春节前，呆萝卜、秒生活等多家公司因资

金链断裂倒下。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能不能继续适应变化、创新发展，成

为生鲜电商的一场“大考”。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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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机器人“疫”线上岗
几天前，由上海移动联合达闼科技为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提供的两款 5G云

端机器人“疫”线上岗，将承担隔离病区内药
物配送、全天候消毒等工作。

此次投入使用的药品配送机器人，可根
据设置实现物资分发回收、携物跟随等多种

功能，全自动点对点配送隔离区药物，减少人

员频繁进出造成交叉感染的风险。
装载了消毒水箱的清扫机器人，可以一

个“人”承担起病区走廊等区域的清洁工作，
通过摄像头、传感器，自主定位医院内环境、

规避人流，24小时“全职在岗”，对病区内地
面清洁消毒，确保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上海移动介绍，通过 5G网络构建“云计
算-数据传输网-边缘计算-智能设备终端”

协同解决方案，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边环境，
实现智能化服务。目前，全市共有 6台 5G智

能机器人在 4家医院“上岗”服务。
2月 27日，依托联通 5G技术，上海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携手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董家鸿院士、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谢灿茂教授，为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医
疗队进行了一场重症病例的远程会诊。

在高速率、大带宽、低时延的 5G网络的
支撑下，HIS（医院信息系统）和 PACS（医学

影像存档与通讯系统）里的海量数据，在上
海、北京、广州和武汉之间高速传递、交互。

据技术人员介绍，一张 CT医学影像的
文件，小则数百兆，多则几个 GB，传输过程中

任何一帧画面的丢失，都可能造成误诊或漏

诊。5G网络是远程会诊的可靠技术保障。

远程办公刷新体验
据中国联通大数据公司透露，复工率较

高的浙江和上海，由于服务业占 GDP比重都

高达一半以上，多数公司不需要全员到岗，工
作可以通过互联网云办公来完成，因此“在岗

率”在全国排名并不高。当前高度发达的信息
化产业，足以支撑居家办公的需求，这些居家

在岗的员工，支撑着大批第三产业正常运转。

除了企业微信、阿里钉钉、字节跳动飞
书、华为云 WeLink、Zoom 视频等，正在悄然

杀入远程办公领域。但诸如网络卡顿、场景单
一等问题也频频出现。

未来，当 5G网络、物联网等“新基建”大
规模铺开时，远程办公会迎来全新局面。当家

家都接入了低时延、高速率的网络，当工厂的
每台机器都安装了联网控制的传感器，远程

办公今天的痛点不仅可以被解决，还将引发

更多行业更深远的变革。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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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决决打打赢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疫情期间，实体
商业、影院、饭店等
受到冲击，生鲜电商
却“疫”外崛起。叮咚
买菜、盒马鲜生、拼
多多等上海互联网
企业不仅解决了市
民“宅生活”的一日
三餐，更主动适应市
场变化，寻求突破和
创 新 。 2003 年
SARS 过后，阿里
巴巴等一大批互联
网企业飞速壮大。这
次疫情，哪些生鲜电
商会“逆市”而起？

云办公、高清直播、远程会诊、智
能机器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
战中，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通信技
术在这场战“疫”中发挥重要作用，成
为疫情防控中的“神兵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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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曹杨路店店长陈茂海在抖音上是主播“茂哥”，到微信里就变成“群主”。

疫情期间，他的微信和抖音带货量十分可观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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