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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个人智慧”更厉害的，就是“集

体智慧”了，比如盒马X会员店七宝店

的“集单配送”，就是封控小区和盒马

“智慧碰撞”的结果。

盒马X会员店七宝店店长邱素芹

告诉记者，近期门店约一半的员工（包

括拣货员、配送员等）都被隔离在封控

小区了，人手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

门店附近的春申景城等小区也封控

了，小区内居民也是“嗷嗷待哺”。

“上周五，春申景城小区有个盒马

X会员在微信上说，可以统计居民们

的购物需求，请我们集中配货，一次性

送到小区大门口，由志愿者作为收货

人统一对接。”邱素芹说，当时七宝店

上下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说干就干，

临时制作了一个二维码，发到小区居

民的微信群里，居民可以在100多个

商品中挑选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由

“团长”把一个个订单收集起来，统一

反馈给盒马。

当时一切靠人工操作，包括拣货

等，那天晚上，第一个“集单配送”大订

单送到了春申景城，是邱素芹开着自

己的私家车送去的。“以前盒马小哥用

的是电瓶车，集单配送只能用更大的

车了，这个大订单包含了各家各户

100多个小订单呢，就是100多个用塑

料袋包装的商品。”这些订单中，主要

采购物资为生鲜蔬果、牛奶、鸡蛋，以

及酒精、口罩等防疫用品，还有很多母

婴商品例如尿布、奶粉等。

这几天试行下来，盒马X会员店

七宝店又把集单配送的范围，扩大到星

河湾、万科假日风景等其他附近小区，

邱素芹一辆私家车也不够用了，其他员

工也纷纷“捐”出了自己的爱车，有时候

甚至要叫个货拉拉作为补充运力。“总

部不仅派了办公室员工支援，帮我们拣

货、送货，还派了技术人员设计新的集

单配送小程序之类的，以后客户也能追

踪物流信息了。”邱素芹说。

盒马方面也在森兰店、大场店、高

青店等盒马X会员店推广这一做法，

后续还有望推广到更多的盒马邻里、

盒马鲜生门店。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拼뗝킡룧뫜운 完퇹엜췪“里뫳튻릫샯”？
民生物资配送到小区还靠多方努力

小区封闭的第N天，小菜如何

买？牛奶喝得上吗？为了满足这些迫

在眉睫的需求，上海的保供企业纷纷

跨前一步，菜场摊主、企业员工变身

“快递小哥”，守护封闭小区的“菜篮

子”“奶瓶子”“米袋子”。

微信群下单 经营户上门
巨鹿集团下属的江南菜场是黄浦

区规模最大的菜场之一，承担着重要

的保供应任务。至今，这里依旧保持

着100%的出摊率。菜场经理华巍说，

为了保供应，经营户们都睡在菜场

里。“附近不少小区被封闭管理，经营

户们就变身配送员。老客户们按照他

们的需求，由经营户直接送菜，更多的

居民则由菜场提供套餐。”

江南菜场提供的套餐有两种，30

元的有青菜2斤、土豆2个、夹心肉8

两，50元的有青菜2斤、土豆2个、卷心

菜2颗、夹心肉1.5斤。“每天要准备

3000份左右，需求量非常大，都是市场

平价，荤素搭配好，三口之家应该够

了。”

徐汇区的茶陵菜市场则组成了一

个由居委干部、市场经理、经营户、小

区居民参与的微信订货群。被封控筛

查的小区居民在群里按照个人喜爱订

货，菜市场内部由指定经营户配货，并

在当天送货到小区门口，居委干部会

等在小区门口，拿到菜品后转交给社

区居民。这一安全稳定的配送方式，

让居民们每天都能吃到新鲜小菜。

志愿者集结 拎起小奶包
“根据我们的统计，目前全市共有

282名送奶员正配合防疫被封控在小

区内，配送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光明

乳业相关负责人说，送奶上门配送工

作受到前所未有

的考验。

光明乳业一方面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召集其他区域

未被临时管控的送奶员、块长紧急集

合，调整配送路线，应急小组统筹安

排，分工配合，确保牛奶安全及时地配

送到市民手中。另一方面则面向全公

司招募志愿者，如今300余名志愿者

已经上岗数日，全面加入到了随心订

配送工作中。

在临时管控小区，牛奶不能送到

居民家中，只能送到指定接收点，为疫

情而特别定制的保温小奶包派上了大

用处。每天天还没亮，送奶员和志愿

者们就忙碌地打开拉链，装入牛奶，标

识订户信息，行动紧张却有序。小奶

包不仅密闭保温，而且颜色鲜艳更利

于订户识别，能避免取错奶的现象。

特殊时期，这支齐心协力保障鲜

奶配送的光明送奶队伍，始终在守护

市民的“奶瓶子”，确保乳制品不断供。

本报记者 龙钰芸

网上下单2盒环孢素软胶囊，药

店却在40公里之外，2个小时后，凌先

生接到了美团骑手的送达电话，拿到

了父亲所需的药品……

“我父亲需要长期服用环孢素软

胶囊，以前是在瑞金北院配药，但因为

疫情，嘉定能跑的医院都问了，没有这

个药，今天已经快停药了，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办法！”3月19日晚，家住嘉定

区的凌先生在数个微信群中求助。

凌先生的父亲患有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需要长期服用环孢素软胶囊，这

是一款防排斥反应的稀缺药，之前都

是在医院开药，但因疫情无法继续到

医院开药，他所在的绿地 ·天呈小区也

在封控之中。

“一位朋友把凌先生的信息发给

了我，我们马上与上海连锁药店联系，

发现第一医药汇丰大药房（枫林路店）

有这款药，立刻联系凌先生，建议他从

美团买药上下单。”美团买药上海地区

负责人表示，接到订单的第一时间沟

通了配送团队，安排骑手远程配送。

第一医药相关负责人表示，收到

美团咨询后，第一医药线上平台客服

第一时间核查了此药品门店库存情

况，和门店及患者确认了药品名称、规

格、厂家，完全一致后，通知患者线上

下单。同时提供了门店地址和电话，

方便顾客后续到门店购买。

凌先生于3月20日上午下单40

公里之外的第一医药汇丰大药房（枫

林路店），2个小时后拿到了父亲所需

的药品。骑手朱志高说，这大概是自

己送的最远一单了。

凌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

例。据统计，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上

海慢病药品在美团买药上订单量不断

上涨。2022年3月1日至3月20日，整

体慢病用药订单涨幅近50%，其中高

血压药订单上涨176%，糖尿病类药品

订单上涨143%，稀缺药品订单也较疫

情前有较大增幅。

本报记者 杨硕 龙钰芸

相关链接

看到了慢性病患者疫情期间的需

求，美团买药联合第一医药、益丰大药

房、国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等本地连锁

药店，在上海推出“慢病关爱计划”，保障

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不缺药不停药。

一方面，美团买药会与各大连锁

药店积极沟通，保障用药或有用户需

求的稀缺药供给，此外，为了保障居民

安全合理用药，美团买药还为上海市

民安排了在线医师和药师，帮助不便

外出的用户解答健康问题。

第一医药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

期间第一医药正常营业的各门店，i百

联、美团买药等线上门店均正常销售，

各院边门店针对慢病用药、稀缺用药、

品牌药均增加储备，更是紧急引进了

新冠测试盒，满足顾客在家自我检测需

求。同时，各门店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要

求，对于慢病复购患者，凭处方方可在

线购买此类药物，确保特殊时期处方

药的销售安全、合规。

两小时跨越40公里
骑手把稀缺药送到封控小区

守护居民的“菜篮子”“奶瓶子”“米袋子”

菜场摊主、企业员工“送货上门”

疫情之下，上海很多小区实行临时封闭管
控，居民吃饭、吃菜、吃药有一定困难。在昨天举
行的第130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商务委主任顾军表示，目前从监测来看，生活
物资的跨省物流基本畅通；主要连锁超市、电商
平台的大仓、配送中心的运营基本正常；超市卖
场等商业网点的开业率也比较高。本市的生活

物资供应是充足的，整体情况是稳定的。但是，
平台配送力量跟不上订单增长，是个问题。
封控小区居民出不了小区，快递小哥又进不

去，民生物资配送的“最后一公里”牵动了无数人
的心。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只有“智勇”双全，
在这个特殊时刻，配送人员才能完成一单单配送
任务。

这段时间，有“自由身”的快递小

哥，是一种绝对宝贵的资源！如果居住

的小区被封了，或者身在工作场所时被

封了，就会少一个配送人员。考虑到这

点，顺丰上海分公司的快递小哥冯仰

光，选择多个晚上睡在自己的车上。

冯仰光是顺丰上海杨浦区江浦分

部的快递员，平时住在凤城三村，派送

快递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连路一带。

“这段时间，我们很多同事住的小区都

被封控了，太缺人手了！”3月16日一

大早，冯仰光跟往常一样早早地到分

发快件的点部上班，却听说自己所住

的凤城三村也封控了，“幸亏我早有准

备，在自己车上备了被子！”

为了能够如常配送快件，冯仰光

把自己的荣威汽车后排座位朝前放

下，连同后备箱的位置，铺了“床铺”，

连续在车里睡了4个晚上。“还好，挺

舒服的！”26岁的山东汉子很乐观。

但当时离开租住的小区时，他就身上

这一套衣服，几天下来，送快递这个工

作又辛苦，衣服都臭了。

幸亏公司给不回家的快递员们准

备了附近的宾馆，作为临时住所，“3

月20日，我闻着自己都‘馊’了，只好

申请到宾馆住宿，美美地洗了一个澡，

衣服洗了挂在空调出风口吹，一个晚

上就干了。”冯仰光随时准备着把宾馆

房间让给更需要的快递小哥，“我不是

还有一个‘家’在车上吗？住回车上，

只要回宾馆洗澡就行！”

冯仰光平时每天送120单左右的

快件，现在疫情之下，单数减少到五六

十单，有送封控小区的，也有送非封控

小区的，“现在工作强度不算大，但是

心理压力很大。”他按照公司规定，每

48个小时就要找医院做一次核酸检

测，工作时戴一次性手套，口罩更是

每2小时换一个，“做好防护，既保护

自己，也保护客户！”其实，疫情之下的

上海快递行业还能正常运转，靠的就

是冯仰光这样的快递小哥一直在想尽

一切办法默默付出。不仅顺丰，京

东、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等多家

快递企业，也同样面临部分快递员

被封控在小区里的情况，公司和小哥

都在想方设法保证每一条物流链都能

保持畅通。

冯仰光的微信名叫“冯阳光”，他

说：“阳光总在风雨后！”

在“外面”自由的小哥那么卖

力，被临时封控在小区的小哥也没

有“躺平”。

同样是顺丰的小哥，今年31岁的

许志斌3月14日早上一觉醒来，租住

地徐汇区华悦家园小区被封控14天

了，“一开始有点蒙，但我马上想到，这

个小区包括我在内，有7个顺丰快递

员，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既然被封

控在小区里了，那就负责‘最后一公

里’的物资配送吧。”

就这样，“七人兄弟连”诞生，每天

8时许开始工作，一直要忙到晚上七

八点，主要工作就是从封控小区的大

门口，把所有快递公司的快件、居民点

的外卖、即时采购的菜等民生物资，一

趟趟转送到各居民楼下。

华悦家园是一个较大的居民小

区，共有28幢高层居民楼，“工作量

还是很大的，所以除了我们这个‘七

人兄弟连’，还有其他志愿者，比如小

区居民。”许志斌告诉记者，“转送”工

作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顺畅，各种民

生物资被转送到居民楼下，先由志愿

者消毒外包装，然后放在货架上，之

前是打电话叫居民下楼来领，“双方

不见面，实现无接触配送”；现在，每

幢楼都建立了微信群，居民有需求、

物资到楼栋，只要微信群里说一声就

可以了。

“七人兄弟连”也迅速摸索出很多

工作方法：遇到外卖、药品等，那就骑

上摩托车，来一个专送，“外卖放久了

会变冷，药品可能是急需的，所以不能

耽搁”；遇到通过盒马、叮咚等平台或

菜场的线上渠道订购的食材，就按楼

栋先集中几份订单，“不用一单单分

送，集中送提高效率，只要在午餐、晚

餐做饭时间点之前送到，居民们也很

配合”；小件的物品，用摩托车送，大件

的物品，居委会提供了一辆大车……

这些天坚持下来，让许志斌们印

象最深刻的是3月21日，这天上海几

乎全天都在下大雨，许志斌们穿着雨

衣，但是送货时搬上搬下，塑料雨衣很

快就破了，“一天内我们每个人都换了

3套干的衣服，到最后还是全身湿透，

又冷又湿，但是咬咬牙，还是坚持下来

了。”这些天，仅“七人兄弟连”在华悦

家园小区，每天完成的物资转送就达

到七八百单。

现在很多配送小哥，都称得上是

歌里所唱的“孤勇者”。也有不少小哥

动足了脑筋，在特殊时期找到了不少

配送小妙招。达达快送骑士谭永军就

是其中的佼佼者。

谭永军是上海沈德医疗器械科技

有限公司的一名技工，工作之余兼职

做达达骑士，双休日也“奉献”出来了，

“我是一名党员，在这个特殊时期，能

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我还佩戴党员

徽章上岗，目的就是让客户放心，我们

使命必达！”

封控小区里，一些居民平时就不

会做饭，特殊时期靠外卖和方便面等

“囤货”过活；另一方面，很多餐饮商家

目前都暂停了堂吃，也依靠外卖营

生。美团、饿了么、达达等即时配送平

台的每一位还可以在外奔波的配送小

哥，这段时间几乎都是满负荷跑单。

“送外卖光靠腿脚勤快其实远远

不够，还要多动脑子。”谭永军告诉记

者，他住在闵行区，工作地点在徐汇

区，“我接的外卖单子，基本在家和工

作地点的连线上，这样就可以节省更

多时间。我不是东接一单、西接一单，

而是抢下一个饭店的七八个单子，参

考手机地图App给出的建议，自己规

划一条顺路的线路，给每个单子标上

数字，表示配送的先后顺序，这样做很

少超时。”

为了把时效性提得更高，谭永军

配送时还有一些小妙招：离封控小区

还有四五百米时，就给客户打电话，客

户自己能到小区门口拿外卖最好，不

能的话也希望放到指定位置或交给

谁；夜晚配送外卖时，自带一个花10

元钱买的小手电筒，在小区门口晃动

手电，方便与客户“接头”……

谭永军说，自己是党员，是退伍军

人，希望把兼职“做成艺术品”：“我做

这个事情，其实是多赢，平台、商家、客

户都能得好处或者方便，我自己也增

加一些收入。实话说，因为我有自己

的一套办法，一个月下来，总是比其他

花相同时间做兼职的骑手多赚2000

多元钱呢！”

暖心
故事

延伸
阅读

案例一 他睡在车里，等着“阳光总在风雨后”

案例二 七人兄弟连，大雨天换了三套干衣服

案例四 搞集单配送，私家车代替了小电瓶车

案例三 戴党员徽章上岗，他还有不少配送小妙招

■

忙
碌
的
顺
丰
小
哥
冯
仰
光

■ 置컂小奶包놻럅훃
点小쟸门뿚뗄集훐쫕좡뗣

■一包包商品塞满了邱素芹私家车的

后备箱

■许志斌正在整理货架

■一位骑手为平台用户送药 者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 忙뗝小룧캪置헏쏱짺컯供펦죕특놼쎦 者놨볇者 龙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