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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7点到晚上 8 点

半，陈建东驻守在江桥批
发市场，确保 24辆五吨大

卡车装满蔬菜开走。晚上 7

点到第二天早上 8 点，王

伟刚值守在夜间的物流仓
库，目送最后一辆配送车

出库。24小时的轮班运转，

才能保证有菜可卖，一个
月没休息的杨杰说，从今

天开始，各项货源都会正
常，市民可以放心来买。

一场疫情，把民生保
障推向风口浪尖。但克服

春节长假的困难，确保民
生商品不断供的零售从业

者正努力守好大后方。作
为上海主副食品保障供应

的一个缩影，联华超市负
责采购、物流、门店销售的

工作人员说：“医护人员在
前线和疫情拼杀，我们就

在后方保障粮草不断。”

联华超市生鲜采购总部蔬菜采购经理

陈建东最近几乎天天守在江桥市场。“上午
最忙，除了寻找货源，每批货发车前都要点

货，核对价格、品种和数量，一次大约 1 小
时，忙到下午 2点多才能泡一碗方便面。今

天一共装了 24辆 5吨大货车，再加上产地
直供的蔬菜，采购量应该超过了 350吨。”

陈建东发出去的货，很快就送到王伟刚

那里。作为联华物流有限公司冷链运作部经
理，他从大年初一开始主动上最忙的夜班，盯

着货物入库、门店分拨和装车配送全过程。
凌晨 5点半，物流中心开出来的冷链运

输车来到西郊百联购物中心的世纪联华，8
吨菜卸下来，店长杨杰的心定了。店里已经

全员上岗，去支援最忙的蔬菜部门和收银部
门。杨杰告诉记者，从昨天开始，市民盲目囤

货的势头已经在减缓了，“看到货架上的东

西多了，大家反而心定了，少买一点了”。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沪渝高速车辆医检有序
医务人员 24小时值守

    近日，上海 9个省界公安检查站“逢车必

检”，道路情况受市民关注。昨日下午，青浦区
沪渝高速的防疫检查站附近车辆排起长龙，

但车主大多对防疫检查工作表示配合。
“这里的检查工作于 1月 27日下午 2时

开始，10个医务人员和 8个志愿者一起配合
工作。”青浦金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曹红

说，“我好几天没洗头洗澡了，实在难受得不
行，昨晚才回了趟家。”

1月 25至 28日期间，社区医务人员累

计派驻全市各道口逾 2100人次，平均每天有
超过 500名医务人员在道口值守，累计测量

体温超过 5.7万人次。各道口由就近的社区
卫生中心医务人员进行防疫检查。

在车辆队伍中，戚国虎正等待防疫检查。
因为车上的人员体温高于 37.2?，他需要开

车前往第二道口子复检。“我从安徽过来，等
了大概有 3个多小时了吧。”戚国虎说，“我主

要从事蔬菜配送工作，本来假期延长了，但我
怕时间长耽误大家吃菜就赶紧回来了。”对于

防疫检查工作，他表示理解：“一切听指挥。”
检查站对四种情况分别作了预案。对非

湖北离境入沪人员，体温无异常的发放告知
单；体温异常的，由专用车辆转送至朱家角人

民医院发热门诊。对湖北离境入沪人员，体温
无异常则落实 14天居家医学观察，若无固定

居所则派专车送到集中观察点进行医学观
察；体温异常则交由 120专车转送至中山医

院青浦分院发热门诊。 邻声项目组 张泽茜

菜场复工率达八成 卖场供应量超十倍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上海主副食品

的各个供应渠道都在行动，从菜果禽肉到
米面粮油，各类商品的供应都日趋稳定。记

者昨天从市商务委获悉，继超市卖场加大
供应力度后，本市菜市场摊位的复工率也

达到 80%左右，供应充足，市民无需囤菜。
昨天上午 11点，100多斤从南汇农户

地里直供来的青菜运到了杨浦区眉州路附

近的一家菜店，每斤售价仅为 2.5元，旁边
的大白菜则为 3元一斤了，而在江浦路上

的农工商超市里，菠菜 7元一斤，生菜 5.99

元一斤，杭白菜 4.99元一斤，20多个品种

满满当当，消费者也挑选得比较从容。联华
超市表示，昨天联华超市在上海的门店共

配送了 370吨蔬菜，是去年同期的 10倍。
公司承诺全力保障供给，服务不打烊，商品

不涨价。
叮咚买菜一方面增加蔬菜的供给，其

价格相对于年前也基本没有上涨，另一方

面则采取了限购措施，蔬菜类限购两份，同
时增加运力，确保更多的市民能够在平台

上买到菜。

生产线昼夜不停 工人两班倒
———记者现场直击口罩生产保障情况

    口罩已成为疫情防控的“标配”。春运返

城高峰将至，口罩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加。工
信部透露，中国口罩最大产能是每天 2000万

只，为何市民依然觉得“一罩难求”？记者今
天上午赶到位于松江区的上海大胜卫生用品

制造有限公司，现场直击口罩生产保障情况。

紧急召回员工组织生产
早上 8点 30分，大胜卫生用品制造有限

公司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为了应对疫情，

这家原本只做出口的企业正想方设法保证内

供。除了有条件的员工及时返工外，企业管理

人员也纷纷走进车间，参与口罩生产。
“我们公司曾在 SARS疫情时参与过保

障。疫情刚有苗头时，管理层就迅速决策，生
产线开起来，号召工人留下来。面对疫情，我

们挑选了三款加工迅速、能保证产量的口罩，
紧急投入产线。”总经理张振维说，从除夕开

始，公司生产的口罩都第一时间发往了药房。

工人们8小时围着产线转
在生产车间，5台全自动产线正高速运

转，一只只洁白的口罩从机器口中“吐”出。工

人刘林基在产线两端来回走动。
刘林基原来准备回老家四川万源过年。

因为疫情，他第一时间留在厂里。“老家有亲
戚给我打电话，让我寄些口罩回去，我没答

应，这违反规定。”这些天，老刘一天 8小时都
在产线两端盯着，全程站立。“不遗憾，工作也

不辛苦，能为防疫工作做点事情应该的。”

表态加大产能绝不涨价
公司董事长吴胜荣则忙着接待采购口罩

的客户，其间还有电话不断打进来订购。“现

在首要目标是服从政府调配，加大产能。现在
我们产线 24小时不停，工人两班倒，目前一

天的产量约 6万只口罩。”虽然口罩现在是紧
俏货，但吴胜荣坚定地表示：“绝不涨价！”

大胜公司是上海 17家口罩生产企业之

一。上午采访期间，市经信委的工作人员已跟
吴胜荣联系上，政府人员将在大胜公司定点

办公，协调生产、物流配送等各项问题。“保障
任务短期靠库存，长期看生产，我们一路直奔

企业库存，一路协调生产，开辟绿色通道。随
着供给不断增加，缺口将陆续补上。”上海市

经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将支持鼓励相
关企业组织货源、扩大生产、保质保量、提效

增能，全力确保市场供应、市场秩序。

本报记者 叶薇

跑遍上海郊区，记者眼都绿了！
听说最近有点儿蔬菜“慌”？

    听说，最近有点儿蔬菜“慌”？别急，记者

替你去上海郊区跑了一趟！浦东、金山、奉贤、
松江、青浦⋯⋯各区菜农都在加班加点忙采

收，水灵灵绿油油的新鲜蔬菜正在路上！

浦东农户初二返岗
千亩蔬菜 “整装待发”

昨天上午 11点，恒温储藏室里数百箱杭
白菜、菠菜、生菜等新鲜蔬菜“整装待发”。它

们即将“搭乘”专用菜篮子供应车驶往遍布上
海全市各社区的 265家“清美鲜食”便利店。

位于浦东新区的清美泥城绿色蔬菜种植
基地总面积 1000亩，蔬菜种植主要以本地叶

菜为主。据种植基地场长吴孟青介绍，春节期

间，基地种植蔬菜每日供应量为 1万-1.5万
公斤，全部供应清美集团线下门店销售。

“我们的存量十分充足。目前的主要问题
是采摘，受疫情影响，许多员工返乡后无法提

早到岗。为此，我们临时雇佣了当地居民。”吴
孟青说，基地的产能并不受天气和疫情影响。

“今年大丰收，农户赚足了腰包，初二就返岗
开工了，他们忙并快乐着。”

奉贤线上订单翻倍
临时雇佣75名员工

分拣、称重、包装、贴标签、搬运⋯⋯昨天
下午，奉城镇的上海扬升农副产品专业合作

社加工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
“都是从基地里刚采摘上来的新鲜蔬菜！

前期合作社还囤放了一批保鲜娃娃菜。”合作
社理事长纪阳告诉记者，合作社正加紧抢收

绿叶菜，保障每日 30吨青菜产出量。

“这几天，我们从早上 7点一直忙到晚上

八九点。”家住合作社附近的陆阿姨是名临时

工，她从大年初二开始上岗，负责采摘、包装
等工作。像陆阿姨这样的临时工还有很多，合
作社动员周边居民，临时雇了 75名员工。

“基地共有蔬菜大棚 700亩，露天菜地

1000亩。目前棚里的成品蔬菜还可维持 20天

供给。20天后，正好接上新一茬蔬菜熟。”纪阳
表示，目前合作社仍以从前的市场价格供应，

“危难时刻，一切先从满足供给出发。”

金山冷藏车全出动
新一轮育苗已开始

“要加购一批青菜送过去是吗？好的，我
们抓紧时间调配。”昨天下午 4点，金山卫镇

强丰蔬菜配送中心入口处，佩戴口罩的工作
人员正忙着将打包成箱的新鲜蔬菜搬上冷藏

车。上海强丰集团董事长吴连强说，春节期间

基地冷藏车全部出动，分早中晚三批次运送，

保障市场蔬菜供应。
近期，因为多种因素影响，市场终端蔬菜

价格有所上涨。吴连强告诉记者，强丰蔬菜配
送中心的产品直供给各大销售渠道，所以价

格会略低于市场价。“我们的价格保持与节前

一致。目前蔬菜每日上市量达 4吨，库存充

足，基地也在加强人手进行新一轮育苗。”
“这两天，青浦、浦东、金山、崇明、奉贤等

区都在组织力量抢收大宗绿叶菜，全市绿叶

菜日上市量可达 3000吨。”在昨天下午上海
市政府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

海市农委副主任叶军平表示，各涉农区千
方百计稳定蔬菜生产，全力以赴保障市场供

应，主要措施有三项：及时做好蔬菜采收，不
断增强供给能力；抓紧蔬菜抢种补种，不断增

强生产能力；加强蔬菜产销衔接，不断增强配

送能力。 本报记者 杨欢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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