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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枫岸华庭小区共有1920

多户居民。小区封控第一天，除了落

实好居民日常的生活需求，还建立了

网格化的需求册，根据不同诉求，标好

了“红、黄、蓝”三类需求，统一安排跟

进并落实。

枫岸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孟春兰介

绍，在“红、黄、蓝”的目录下，“红色需

求”均提前联系，且快速安排到位；“黄

色需求”针对有慢性病的居民；“蓝色

需求”面对的是小区内独居老人，社区

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每天要上门走访，

陪老人聊聊家常，落实好他们的一日

三餐，还帮助他们跟子女视频通话。

按照“红色需求”显示，57号楼的

蒋阿婆3月18日下午需要前往金山医

院，更换插管。因蒋阿婆患有肠癌，伤

口处的插管需要定期清理，才能避免

病情恶化。孟春兰提前将居民的“红

色需求”反映到枫泾镇疫情防控专班，

从发现落实到精准就医，蒋阿婆的急

救送医流程和渠道畅通无阻。“在全闭

环状态下，获得了及时治疗，社区干部

还是很用心的。”蒋阿婆的女儿说。

通讯员 朱丽燕 本报记者 屠瑜

近日，浦东新区书院镇某小区因为疫情实

行封闭管理。镇里紧急抽调机关、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执行点位值守、物资保障等各项任

务。在梳理居民需求时，工作人员发现一项特

殊的任务。原来，小区里有8位居民，需要按

时定期到医院做血透，耽误不得。可是特殊时

期，怎样保证他们在闭环管理下，安全、及时地

做血透？书院镇相关部门马上制定专门工作

方案，组建工作专班，这项任务最终落在了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张正国带队的保

障组身上。

张正国当过兵，这段时间作为志愿者一直

奋战在防疫一线，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张”。

接到任务，他没有丝毫犹豫，马上把组内8名同

志做了分工，2名女同志继续做好小区物资采

购、配送工作，并做好相关信息沟通、联络；其余

6人根据血透时间表，合理排班。

任务执行起来，发现各种问题接踵而来。

有的病人家里没有车，镇里的机动车也另有安

排，队员们就开上自己的私家车，结束后再彻底

消杀。有的病人好不容易约到血透时间，早上

5时要赶到医院，队员们就凌晨3时起来，其实

他们昨晚12时过后才躺下。到了医院，病人要

先做核酸，2小时出结果后才能去做血透，血透

一做就是4个小时，队员们一直耐心陪伴守

候。特殊时期，饭店不开，那就打包点饭菜，在

马路边上蹲着扒上两口……直到把病人安全送

到家，大家才松口气，再看看还有没有物资保障

的任务，帮着去采购、分发。

8个病人，两天一次的血透，不同医院奔

波，每天只睡2个小时，这样的日子，老张和队

友们一直在坚持着。作为队长和“老大哥”，老

张时常给大家鼓劲，“咱们队伍里有好几个都当

过兵，好多都是党员，这点苦算啥？”每次出发

前，他都仔细检查队员们的防护服、口罩是不是

穿戴规范，稍有空闲总是让大家先去休息，“我

来顶着！”他常常和队友说，“要保障病人及时就

医，也要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相信疫情很快会

过去的。”

问他累吗？他说，“听到病人和家属对我们

说的一声谢谢，一下子又精神抖擞了。”说话间，

他们又接到新的任务，马上出发！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杨丽

“‘大白’辛苦了。你们为我配药一次又一

次地跑，谢谢你们！”家住闵行区浦江镇的徐老

伯说。近日，闵行区浦江镇有小区进入闭环管

理，因为老年人多，配药的需求也特别大。平均

每天有六十几位居民需要配药。

有配药需求的居民通过所在楼栋的微信

群，将自己的需求告诉负责该楼栋的志愿者。

“大白”上门收取居民的社保卡和就医记录册，

并仔细记录居民需要配的药。社区志愿者将所

有需要购买的药物进行整理汇总，列出一份汇

总表，将写有个人所需采购药品信息的纸条，分

别放入装有居民社保卡和就医记录册的袋子

中，再对其进行消毒。随后，再将这根接力棒传

递至闭环管理外……

社区外的志愿者变身成了“配药小哥”。每

天早上7时不到，志愿者汪少一和孙爱国就拿

着提前准备好的袋子，自行驾车前往医院，早早

地在医院门口等候。排队、挂号、配药，一天下

来，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汪少一说，目前志愿者

们为闭环管理区域内的居民配药，以社区医院

和仁济南院等周边医院为主。而有些居民病情

特殊，需要的药品无法在周边医院配到，一定要

在指定的医院才能配到。“实在配不到的药品，我

们会咨询医生是否能用其他药品代替，并打电话

询问居民是否愿意使用其他药品。”

每天下午四五时，拎着大包药品的汪少一

和孙爱国才从医院回到小区门口，接力棒又传

回了小区内的志愿者们手中。穿着防护服的

“大白”们依次为一包包药品消毒后，立

刻赶到各个楼栋，把药送到居民手中。

闭环管理小区内，有些糖尿病人

需要打胰岛素。胰岛素的保存对温

度有一定要求，如果在配药来回的过

程中直接将胰岛素暴露在外，很可能

会因为温度过高使药变质。志愿者

姚海东灵机一动，拿来了家中的保温

桶与毛巾，在保温桶内放了少许冰

块。在配到药后，用毛巾将胰岛素包

裹起来，再放进有冰块的保温桶内。

随后，马不停蹄地从医院赶回社区，

尽快传递给社区内的志愿者，将胰岛

素交到居民手中。

通讯员 浦江 本报记者 鲁哲

“小区进入闭环管理，居

民不能外出买菜？那就把菜

场开进居民区！”3月17日上

午7时许，杨浦区延吉新村

街道某小区开出一个迷你的

临时菜场，土豆、萝卜、蚕豆、

春笋、青菜等蔬菜和各种水

果一应俱全，居民们早上起

来下楼做核酸检测的时候看

到这一幕，立刻就踏实了。

而这踏实的背后，是杨浦商

贸集团连夜运输2000公斤

蔬果到货的紧急部署。

听说小区即将要“闭

环”，街道和杨浦商贸集团

马上想到了居民的“买菜

难”问题，特别是，小区里还

有不少老人，对于网上购物

不太熟悉。附近阳普敦化

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和平价

区的经营户连夜行动，分了

几批，将平价区的约2000公

斤蔬菜、水果运送到小区门

口，进行外包装消毒后，再

由小区内的志愿者接收后

分批运进小区。同时，一

名经过核酸检测显示结果

为阴性的工作人员也在

“亮码”后进入小区，负责

运营这个临时的蔬果摊位，

方便市民在小区内购买平

价蔬果。

目前，由于临时摊点不

具备冷藏储存条件，肉类暂

时还无法售卖，不过，居民们

都表示了理解，毕竟，在小区

里就能买到平价蔬果，已经

是方便了许多。接下来，阳

普敦化菜市场工作人员还将

根据居民需求，不断调整每

天售卖的蔬果品种和售卖时

间，确保新鲜蔬果不断档。

本报记者 孙云

上网买菜要“拼手速”？“配送已经约满”？特殊时

期，你是不是遭遇过想买菜却买不到的窘况？宝山区

试点推出“蔬菜银行”，为辖区低保困难家庭送关爱，

发放蔬菜领取卡，送上沾泥带土的新鲜蔬菜。

“疫情以来，我们根据数据一度发现，蔬菜市场供

需价格有较大波动。”宝山区发改委（金融办）负责人

表示，同时也在“大排查”“大走访”中发现，“菜比肉

贵”“菜品单一”逐渐变成了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

如何确保百姓“菜篮子”充足供应？作为政府部

门，保供稳价，责无旁贷。为此，宝山区发改委（金融

办）与区商务委迅速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包括菜

场运行情况、保供稳价平价菜专柜的推广情况、菜场

租赁小商户的资金流情况以及当前金融服务支持菜

场创新型信贷开展的情况。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必须研究探索出合适

的方案，缓解大家的买菜焦虑。”在上海因疫情“慢行”

的背后，服务小微、力保民生，金融服务“不停歇”。宝

山牵头开会，将商户资金需求、菜场改造实际情况与

金融普惠资源创新性整合，决定将共同研究探索宝山

“蔬菜银行”试点运作模式，通过将金融资源注入“菜

篮子”产业链，为辖区低保困难家庭送关爱。

此次，宝山区发改委（金融办）确定将宝林里菜

场作为首家试点，从平价菜前端进货销售、中端供

应运输、后端菜场设施更新等方面着手，由银行金

融机构提供专项优惠融资方案，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缓解现金流压力，帮助优化平价菜市场定价，丰

富平价菜品种。同时，携手友谊路街道，将试点对

象聚焦在宝林里菜场周边居民区的困难户，向其发

放蔬菜领取卡，在周二、周四、周六12:00-15:00在宝

林里菜场指定摊位发放蔬菜。蔬菜领取卡每月至

多可使用4次。

目前，市场指定摊位已经准备就绪。友谊路街道

3个小区的8户贫困户将作为首批送菜对象，在信息确

认完毕之后，由街道居委安排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前往

发放。

“‘蔬菜银行’的蔬菜，可提可取可送，时间灵活，

保证沾泥带土，绝对新鲜。”宝山区发改委（金融办）相

关人员表示，本次“蔬菜银行”试点运作聚焦低保户，

将着力解决好事关贫困户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同

时，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帮助产业链各级参与方包括物

流配送企业、菜场小商户等提供普惠金融产品，为提

升城市品质和居民幸福指数助力。

本报记者 郭剑烽

对于一些老年人而言，用智能手机下单买菜着实有些难。

况且，隔着屏幕也看不到菜到底怎么样，阿姨爷叔们可不放心。

徐汇的“菜场人”站了出来。铭言集团下属的多位菜市场经理

及员工化身“外卖小哥”，主动为隔离小区的居民们提供代买、送菜

服务，从微信群下单，集货、送菜一条龙服务，把控配送产品的品质

及价格，坚决抵制“加价、品质差、缺斤少两”等问题，让居民每天都

能吃到新鲜的菜品。

此次疫情期间，铭言集团下属的不少菜场也经历了封控管

理。宜山菜市场已经历了两次48小时封控。头一次封控时，菜市

场多数管理人员因被封控在自己家所在的小区而无法及时上班，

菜市场仅剩经理王天才和一名夜班管理员。老王不仅需要按要求

开展防控、防疫、检测等工作，还要对封控在市场230多个经营户

作心理疏导，并妥善安排好大家的饮食和住宿问题。王天才先后

为经营户提供了200个睡袋，购买了4600多份盒饭、水果、点心及

饮用水等。后续，应街道和居委会要求，王天才又带领经营户们为

封闭小区设置临时保供点，为封闭小区的近2万居民提供每天1万

斤近20个品种的蔬菜，为小区防疫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铭言集团的志愿者服务队也站了出来。这支由公司党员、妇

联、服务明星、优秀经营户、管理层及员工组成的应急队伍，常年来

活跃在社区的治理中。面对这次突发疫情，这支志愿者服务队放弃

休息，参与到菜市场的管理中并通过联系菜市场所在的街道、附近

居委，为封控在小区的居民提供送菜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一条鳜鱼，鳝筒也行，一袋菜。”“帮我送一份鱼圆和一份蔬菜，

谢谢。”“小杨，我是到六村大门口等，对吗？”……这几天，徐汇区道德

模范、田林宜山菜场“卖鱼郎”杨晓月的手机微信里的消息几乎一刻不

停，稍一会不看，未读的信息就会多出几十条。而这些信息绝大部分

都是来自因为疫情管控需要在小区封控管理的居民们。

“田林路89弄门口，马上到了。”“三江路方向朋友在送，一定

要注意查收对接。”“大家喜欢吃哪些蔬菜，我看看有没有认可度比

较高的季节菜。”……这厢杨晓月一边忙着安排路线给居民们送菜

应急，一边还不忘细心地提醒购买量大的居民“自己带一部小车

子，不然您拎不动”。杨晓月第一时间号召家庭成员们一起成为社

区的志愿者，他的儿子和侄子穿上“大白”服装进入居民区，他自己

则和哥哥一起每天为小区居民送鱼和供应平价蔬菜。虽然每天比

在菜场设摊时的“工作”时间更长了，有时大半夜了还在统计第二

天居民的需求，但是看到群里隔离的居民能吃上新鲜的菜，听到那

一句句“小杨你真的太给力了。”“你也要注意休息。”……杨晓月就

觉得自己做得值。

还有不少同居民一起封控的“菜场人”成为志愿者，成为小区

的“逆行者”。3月13日，广元菜市场的经营户徐大有像往常一样，

准备离开居住的小区到菜市场做生意，没想到小区接到通知要封

闭管理，人出不去了。徐大有联系居委会主动要求成为防疫志愿

者，为社区防疫出力。 通讯员 殷志军 姚丽敏 本报记者 袁玮

“封闭小区内有老人急需解决一日三餐吃

饭难题；指定隔离医院内，临时新增1000人份

的盒饭，中午饭前要配送到位。”“没问题，我们

会按指定时间、地点送到。”3月初以来，由驻沪

部队退役军人创办的上海才众餐饮集团，不断

接到这样的求援电话，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完成

好任务，把一份份热热乎乎的饭菜，送到居民、

医务人员等手中。

2020年春节后，才众餐饮集团就曾派出以

退役军人为骨干的志愿者服务队赶赴武汉抗

疫第一线，从金银潭转战火神山，历时近80个

日日夜夜，保障海军军医大学医务人员的一日

三餐。这次新一轮疫情来袭，集团董事长兰云

科通过在线方式紧急动员：民以食为天，要像

支援武汉抗疫一样，全力做好上海疫情防控餐

饮保障。公司总部紧急采购调拨储备一批防

疫物资：20吨肉类食材，2000袋大米、1000箱食

用油、1000箱消毒液、1000箱酒精、10万只医用

口罩、5万只打包盒、2000套防护服（护目镜）、

500套睡袋等卧具，蔬菜基地全部面向各食堂

直达直供。

闭环管理的项目部根据供餐人数需求，储

备各类食材的同时，全员全时在岗在位，确保

24小时随时供餐。其余项目部提前安排员工

进驻，确保一旦遇到闭环管控，能够人员物资

不缺，三餐正常保供。才众餐饮集团有68个项

目部实施闭环管控，其中有22家医院项目部。

1500名员工自身在闭环，仍在保供餐。东方南

院项目部79名员工在经理卢红岩的带领下，吃

住在食堂，每天超负荷保障比平时翻倍的人员

的一日三餐。退役军人、厨师尹洋波母亲去

世，他抹干眼泪坚守灶台；浦南医院项目经理

祝东方膝部受伤，医生要求她住院治疗，可她

仍每天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前厅后厨。

因疫情防控需要，部分小区封闭管控，一

日三餐的食材采购和运送保障需求骤增，公司

紧急动员和部署，按照分工，连夜奔赴农场基

地采收地里的所有蔬菜，另一拨人多方联系，

调拨、采购了一批猪肉和其他品类时蔬。每箱

十多个品种、共520箱肉蛋蔬菜等食材，在天亮

前全部完成分类打包，分装到配送车上，送到

管控小区，免费赠送给居家居民。

本报记者 江跃中

申城社区 尽全力保障管控小区居民的“生活刚需”

封闭小区里 买菜看病难题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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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上
海正面临疫
情的“大考”，
随着核酸筛
查范围扩大，
不少居民区
进入了封闭
管控阶段。
民以食为天，
小区封了，居
民最担心的
就是家中无
“粮”，尤其是
蔬菜容易“断
供”。病人同
样也很忧心，
封闭了不让
出小区，看
病、买药怎么
办？针对这
些迫在眉睫
的需求，上海
社区各出高
招，努力做好
居民生活保
障，满足他们
非常时刻的
刚需。

一小区摊出
迷你临时菜场

菜场开到小区

“蔬菜银行”给困难
居民送菜

为低保户送关爱

一菜场员工化身“配送
小哥”

送菜有“志愿者”

搭建血透病人
就医通道

特殊群体就医

“大白”为居民
“接力”配药

保障居民配药

退役军人餐饮
企业24小时供餐

为封控区送餐

“三色需求图”
聚焦居民“急难愁”

回应居民诉求

■ 一位老先生做完核酸检测后，挥手向防疫工作
人员致意感谢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志愿者帮居民去配药 浦江镇供图

■ 杨浦区一小区
摊设临时小菜摊

杨浦区供图

■上海才众餐饮集团24小时随时供餐 严新兵 摄 ■医务工作者为国定小区行动不便老年居民做核酸采样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