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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某小区夫妻吵架，高空抛物

砸死疫情防控的志愿者。”昨天上午，这

样一条信息迅速在网上传播。很快，浦

东警方查明，系有人将3月20日福建石

狮一起高空抛物事件张冠李戴编造谣

言。警方还表示，将依法处置造谣者。

近来，随着本市疫情面临新的考

验，谣言又开始多起来了。相关部门

和主流媒体共同组建的“谣言粉碎

机”，也日夜不停地开动。

前些日子，一张所谓的“通知书”截

图在社区居民中传播，让一些老人“心

惊肉跳”。通知称：“凡是三轮全员核酸

检测采样有任意一次漏采，3月18日后

取消其核酸检测免费资格，后续费用自

行承担。”“对于超过60周岁的取消市本

级福利待遇（半年）。”然而经求证，此内

容纯属“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还有一种“温馨提示”类的，比如：

“大家晚上要关紧窗户，阳台有衣服要

收进来，半夜中心市区要高空作业消

毒，今天晚上第一轮无人机高空喷

杀。”说得有鼻子有眼，但“中心市区”

这个字眼又露了怯。

然而，无论是“一本正经告知”，还

是“温馨贴心提示”，谣言就是谣言，对

于疫情防控非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

添了乱，不仅增添了人们的焦虑，甚至

还在一定范围内引发混乱。

粉碎谣言的是真相。值得点赞的

是，如今相关部门发布真相、粉碎谣言

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浦东警方对于

“高空抛物砸死志愿者”辟谣，仅仅几

个小时。而主流媒体更是第一时间求

证，把真实情况传播出去。而对于恶

意编造谣言造成后果的人，等待他们

的则是法律的处置。

造谣、听谣、传谣，求证、戳破、粉碎……

回过头再看，这些谣言，大多经不起推

敲，整个过程堪比一出荒诞喜剧。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交是人的

基本需求。小区封闭，足不出户，长时

间沉浸在手机上网的人们，对虚拟社

群的依赖越来越强，而虚拟社群在满

足一定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助长了谣言

的传播。而有的人听风就是雨，对于

经不起推敲的信息也随手转发，自以

为做了好事，却在不知不觉中在听谣

传谣的荒诞喜剧中跑了一回龙套。

流言止于智者。诚然，普通人无

法成为谣言粉碎机，但面对网上的“重

磅消息”“重要通知”“温馨提示”，多一

些冷静思考，多一些理性判断，则是可

以做到的。

莫在听谣传谣中“跑龙套”邵宁

云端审批、简化流程、缩短周期、引导银行

各显神通……面对疫情，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组织的科技履约贷“云端”评审仍有条不紊进

行。本周评审从线下搬到云端，为的是让亟待

资金周转的科技企业早日“解渴”，而上海中科

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是受益者之一。

作为上海市卫健委指定的第三方核酸检

测机构之一，中科润达每天核酸检测量达十几

万。近期公司还满分通过了国家卫生健康委

临床检验中心奥密克戎变异株核酸检测室间

质量评价（EQA）/能力检验（PT）质评。

这是中科润达第二次申请科技履约贷。

2021年公司首次获得履约贷500万元额度授

信，解决了资金缺口。因公司发展需求，加之

疫情服务需要，导致购买测试设备的资金再次

周转困难。由于企业临近到期2周左右才提

交贷款申请，首笔授信将于3月24日到期，时

间紧迫，虹口科技金融服务站的科技金融专员

又同时担负作为防疫志愿者的重要责任，为了

不耽误企业履约贷申请，市科技创业中心第一

时间启动后备方案，加速推荐流程，帮助其顺

利通过授信金额1000万元的申请，让企业在

抗击疫情的同时，无资金后顾之忧。“科技履约

贷如同‘及时雨’。这笔资金真的给了我们很

大帮助。”中科润达创始人胡春颖说。

长期以来，在市科委的直接指导下，上海

市科技创业中心深耕科技金融产品研究，落实

履约贷、高企贷、科创助力贷、小巨人信用贷等

诸多科技金融政策工具，针对不同成长周期的

企业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此番“战疫”，中心

紧急下发《疫情防控期间科技信贷工作通知及

方案2022版》，引导各科技金融服务站云端服

务，鼓励银行做好科技企业的服务沟通，最大程

度帮助企业争取低成本贷款，通过无还本续贷、

展期贷款等缓解企业暂时性的资金压力。

沪上银行业等金融企业也升级服务，为暂

处困境的“战疫”企业“送炭”。本轮申城疫情

以来，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为受疫情影响的小微

企业加强“输血”。本月上旬，浦发银行向中药

企业华润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发放5000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协助企业做好上海市各相关医

院、医疗机构的配送保障，为上海的疫情防控

及药品供应作贡献。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云端审批 简化流程 缩短周期

云端科技金融服务助企业“战疫”

“保供套餐”缓解买菜难
“我们想为正在闭环管理中的居民订

购4.1万份安心宅家套装。”3月19日下午1

时，联华股份营运二区负责人孙立新接到

了静安区商务委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由

于共和新路街道将继续实施为期2天的闭

环管理，希望联华能在24小时内，为居民

配送一份安心宅家套餐。

这头的电话刚挂断，联华股份第一时

间进行了全体动员。从制定包含19个蔬

菜品种在内的专属套餐，到紧急调货、召集

所有员工装配，3月20日下午，4.1万份安

心宅家套餐按时交到了静安区商务委手

中，共和新路街道26个居委居民的买菜难

得以解决。

记者了解到，联华超市的“安心宅家”

套餐试运行至今，已成交了6万多份订单，

其中七成为类社区团购，三成为个人订购。

“我刚刚拿到核酸报告，现在小区可正

常出入，我申请来超市一线保供！”陈海泉

在工作群里提出了申请。他是光明集团旗

下农工商超市集团系统部的一名普通员

工，却在这两天成为农工商118店的临时理

货员。因为人手不够，他通常需要两个推

车一起拉货，“每个环节的速度都快一点，

再快一点，消费者就能早一点拿到货品”。

和陈海泉一样，农工商超市集团总部

所有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的员工，

无论岗位，在特殊时刻全都支援到一线，为

守护市民“菜篮子”奉献力量。而面对大流

量的配送服务，农超集团目前已启动“宅家

配”服务，推出不同规格、不同品类的宅家

生鲜套餐、防疫商品套餐，价格从65元到

110元不等，可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居家

生活需求。比如，65元的A套餐内，就包

括茭白、番茄、生菜、上海青、水果黄瓜、鸡

蛋等，还免费附送葱姜。

作为离消费者、离社区最近的地方，考

虑到封闭小区内有许多不会网购的老人，

农工商集团还开设了一条96896消费者服

务热线，实现24小时在线预订。96896热

线平台则将结合顾客家庭地址，利用电子

地图实现与门店的最优匹配，调配就近门

店24小时满足顾客的生活需求。

麦德龙则用社群接龙来接受社区订

单，提供从18.9元到68元不等的疫情套

餐，包含蔬菜、肉类、鸡蛋等多种生鲜食

品。麦德龙表示，商场工作人员会深入社

区，找到社区负责人，了解居民需求，以社

群接龙方式，让居民直接下单，以此提高配

送效率。

“送菜车”“卖菜摊”给力
一大早，闵行区梅陇镇的不少居民小

区楼下传来了一阵阵大喇叭声：“各位居民

朋友们大家好，光明早餐车向大家提供牛

奶、包子、豆浆、手抓饼、咖啡，还可以买新

鲜的蔬菜、米、面、油，欢迎大家选购！”

原来是流动早餐车成了管控小区里的

“送菜车”，直接开到了小区的门口，让居民

在楼下就能买上新鲜平价的蔬菜。

“我要一份蔬菜套餐！”收到居民的回

应后，隔着大门，餐车的工作人员麻利拿

货，一路小跑将蔬果递给了居民，并用移动

POS机扫码收付款。

记者了解到，这两天光明流动餐车共

在闵行区的19个点位轮班服务。而在黄

浦区，光明流动餐车当天仍有2辆轮班服

务3个点位。百联逸刻流动餐车也在黄浦

区、闵行区的各个小区门口出没，为周边千

余户居民提供民生保障服务。

“为了能最大效率满足居民需求，我

们每天复盘当天商品销量、研究路线是否

合理，方便第二天及时调整。”百联逸刻相

关负责人介绍，餐车除了提供“防疫果蔬

包”外，还提供散卖服务，更好满足居民的

个性化需求。

联华超市则把蔬菜摊位直接摆到了小

区门口。前两日，联华超市虹桥店店长李

占基在社群中发现，附近小区居民表示家

里新鲜蔬菜的存货已不足，却苦于无法外

出采购。他立即挑选了多种当季的生鲜蔬

菜、水果、肉蛋、乳制品等日常民生用品，带

领员工赶赴西塘居委虹桥乐庭小区，进行

现场“摆摊”。一时间，这里成为了一个物

资传递站，不少居民从大门栅栏处买到了

所需商品，还有一位封闭中的阿姨买了不

少蔬菜和牛奶，请联华员工转交给对面也

同样处于闭环管理中的母亲。几天下来，

虹桥店分别派员工赶赴周边4个小区进行

摆摊，直接对接居民需求，保障物资供应。

送菜小哥“定向保供”
“多个小区已经被封闭管理多日了，买

菜很不方便，怎么办？”日前，叮咚买菜接到

徐家汇街道办事处希望加强保供力度的诉

求，紧急成立了专项应对小组，在徐汇区域

制定了一个“定向保供”方案。

专项应对小组首先根据需求范围进行

了站点和小区圈选，确定徐汇区华胜、古

北、徐家汇、华石四个前置仓站点参与此次

特殊的履约作战，服务它们覆盖范围内的

150个小区。

在商品储备方面，根据算法预测，小组

评估出四个站点的备货量和调拨系数，协

调分选中心进行定向调拨。此外，为了应

对可能出现的人手紧张问题，总部还从九

新、虹桥等区域调拨了8位分拣员加入。

第二天上午的固定时间段，叮咚买菜

让圈选的小区集中下单，前置仓同步处理，

同时增加高销品的补货，补货次数从24小

时2次增加到3次，备货量超出平时的

55%，确保米面粮油、蔬果等基础商品供应

充足，部分菜品的包装还从250g增加到

500g，方便居民彼时的菜量储备需要。

在集中完成特定区域的订单收集之

后，前置仓继续完成所有区域的日常履

约，对四个站点的覆盖范围实现分段式高

效服务。

由于订单更加集中，配送效率也大幅

增加，相关站点的人均配送能力提升了

30%。当日，上述叮咚买菜四个站点共计

完成约10000个订单，极大保障了徐汇辖

区内小区居民的民生需求。

叮咚买菜相关项目负责人也表示：“在

这样的特殊情境下采用‘定向保供’模式，

既能缓解封控小区的迫切需求，也极大地

提高了一线的配送效率。”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生鲜套餐直送“家门口”封闭小区获“定向保供”

打通抗疫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
集采集配、社

群接龙、电话订购、
现场摆摊、餐车上
门……当居民小区
被暂时封闭管理，
上海的超市卖场、
生鲜平台等保供应
企业纷纷跨前一
步，以多种形式灵
活满足市民抗疫期
间民生需求，全力
以赴保障民生“最
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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