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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密码”就是盘中餐
长宁区虹桥街道志愿者吴秉

父子有一张每天更新的“密码

表”。在两个小伙伴帮忙微信群接

单统计的协助下，他们父子俩带着

写满ABCD“字母歌”的菜单，骑着

电动自行车，每天花2个小时往返

附近两、三个菜市场，义务为封控

楼里的百余户居民买菜、送菜。

封控刚开始时，主动请缨的吴

秉根据日常饮食习惯，制定A、B两

个套餐。街道服务办牵头在封控

楼的业主群里发布后，居民陆续又

提出个性化要求，例如鲜奶、豆制

品、水产品等。因此，这张菜单变

得越来越长，26个英文字母都用上

了，菜单也越来越像是密码表，看

着像天书，却很管用。

房产中介做代购
没人看房不如代人买菜。说

不清楚是谁带的这个头，一夜之

间，上海的房产中介似乎都放下了

几百万、上千万的大买卖，改行跑

腿搞代购了。闵行区古美路街道

就有几家中介公司的十余名房产

中介，做起了封控小区1000多户

居民的跑腿员，帮这家送两根白萝

卜、一盒豆腐，帮那家买条鱼，有时

还要帮上网课的孩子打印作业，忙

碌不亚于平日。

当然，临时改行的还不仅仅是

房产中介，在闵行七宝和航华地

区，80多名邮递员也临时开始跑腿

送菜了，说不定，以后你订的晚报

会和青菜一起送到，实现精神、物

质双丰收哦！

社区定制小程序
徐汇区有“疫起买菜”小程序，

闵行七宝镇有“华润万家”小程序，

马桥镇有“古藤马桥电商平台”，现

在，开发和推广买菜小程序成了许

多区和街镇官微最重要的事。各区

和街镇搞的网络订菜有多火，七宝

镇公布的数字很说明问题：3月19日

上线仅6小时就接单900余个，销售

额5万元；3月20日接单2200余个，

销售额14.7万元；3月21日半天接

单近2000单，销售额16.9万元！三

天内，已有2.9万家庭“入群”，估计

接下来销售额还会不断攀升。

隔着栅栏能买菜
在肇嘉浜路上的衡园小区，一

道围墙的两侧，一侧是排长龙的购

菜居民，一侧是装满蔬果的卡车，

隔着栅栏，银货两讫——业主们就

是这么“神通广大”，把补给线安排

得明明白白。

无独有偶，在普陀区宜川四

村，一个刚进了700斤蔬菜就被封

在小区里的菜店店主和正愁冰箱

里没有存货的其他封控小区居民

之间，也建起了一条“胡志明小

道”。 经过居委会紧急协调，店主

将价目表写在纸板上，递送给附近

封控区里的“大白”转交居民下

单。收集订单后，店主再通过工作

人员“人肉”快递，把蔬菜从菜店运

到封控小区里，实现了双赢。

组织团购送小区
前几天，本报新民亲选电商平

台联合青浦区白鹤镇一起帮助莓

农销售滞销草莓，一天卖空4.5万

斤，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网友在社区

群里组织的团购。特殊时期，社区

群的确成了宝藏，有渠道的居民组

织了各种团购，把市郊的蔬菜、水

果、大米等农产品直送小区。在松

江岳阳街道一个封控小区的社区

群里，“北大荒”人民北路店的店员

给几十户居民冒雨免费送去蔬菜

瓜果，把一位81岁的独居老人感动

到给媒体发来千字长信，强烈要求

一定要表扬这些好邻居！

大量菜场、超市关停，快递小

哥也一骑难求，这个时候的上海，

买菜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难

题。但只要仓里有米，田里有菜，

塘里有鱼，办法总比困难多。不

管“正规军”还是“游击队”，大家

开足火力，相信阿拉一定会攻克

买菜难！ 本报记者 孙云

缺渠道？社区群搞团购 缺快递？房产中介代购

上海人显神通，实现“买菜自由”

保供大动脉畅通无阻
曹安公路上的上海江桥批发

市场，是上海农产品流通渠道的主

力军，承担着全市60%到70%的蔬

菜供应。疫情发生以来，原本就

24小时无休的批发市场愈发忙

碌，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川流不

息，运来成吨蔬菜，再从这里流转

到各个销售终端。

“市场现在日夜运转，压缩一

切可压缩的时间，蔬菜批发交易量

始终处于高位。”江桥批发市场蔬

菜部党支部副书记孙晶说，所有员

工都在竭尽全力，保障特殊时期上

海市民的“菜篮子”供应正常有序。

浦东新区的三林市场为了迅

速提升蔬菜日供应量，这两天把交

易时间段从原本的19累00至次日

4累30，调整为12累00至次日4累30。

在市场的鼓励下，驻场商户不断加

大进货量，丰富供应品种，短期内

市场日交易量将达到800吨以上，

日备货量300吨以上，满足浦东居

民的日常所需。

来自上海蔬菜集团的数据显

示，3月1日至22日，集团下属的

江桥、西郊、江杨、三林等市场成交

蔬菜180872吨，日均交易总量约

8221吨，混合均价4.98元/公斤，同

比上升0.57元/公斤，升幅12.93%。

目前集团蔬菜库存约6000吨左

右，基地储备蔬菜21000吨，总量

在27000吨，可供市民3天的消

费量。

猪肉供应则呈现量增价跌的

态势。3月1日至22日，通过西

郊、江桥等批发市场交易猪肉达

182237头，同比增加63566头，增

幅为53.56%；日均交易达8283.5

头，同比增加2889.5头，增幅为

53.57%。成交均价15.39元/公斤，

同比下降16.71元/公斤，降幅达

52.06%。

市商务委主任顾军说，从监测

来看，生活物资的跨省物流是基本

畅通的；主要连锁超市、电商平台

的大仓、配送中心的运营基本是正

常的；超市卖场等商业网点的开业

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些都是保供

的基本盘，有了这些保供大动脉、

关节点的支撑，可以说生活物资供

应是充足的，整体情况是稳定的。”

为封闭小区集约式供菜
从田头大棚到批发市场，从物

流大仓到零售终端，条条通畅的保

供大道在这些环节基本无虞，但从

货架到餐桌的最后一步却出现了

阻塞。因为运力不足，部分市民一

度感叹“买菜难”。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不少保供

企业已经转变思路，联华超市、农

工商、华润万家、家乐福、永辉、大

润发、沃尔玛、麦德龙、东方购物等

重点保供企业，以及各区属副食品

公司，积极对接封控小区所在的街

镇，连日来以集采分送的方式供应

“保供套餐”，提高配送效率，减少

运力压力。

绿甘蓝、胡萝卜、生菜、猪后腿

肉、冷冻琵琶腿、鲜鸡蛋、蜜橘……

家住闵行区梅陇镇的马女士已经

是第二次购买家乐福77元一套的

保供套餐，里面包括蔬菜、禽肉、水

果等十个品种。当天在业主群里

下单，第二天就能集中送到小区门

口。“再也不用守着闹钟抢菜了，封

了这么多天，现在我们安心多了。”

家乐福上海相关负责人表示，

家乐福共设置了6种不同的套餐，

截至3月23日，各类套餐订单已经

达到3万多单。居民可以通过身

边的家乐福员工朋友、已与家乐福

对接的社区、社群或者街道、居委

会等渠道下单。

麦德龙也在积极做好社区保

供。3月21日，麦德龙接到闵行新

虹社区的爱博三村和爱博五村的

民生保供订单5100份，为了保证

48小时内履约完成，公司紧急组

织调派货源，组织人力打包、分拣，

23日上午第一批2200份的保供订

单已发出，接下来的2900份会陆

续发货。

麦德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街镇主动找上门，麦德龙的员

工也会深入小区做发货保障。“我

们有一些员工因为小区被封无法

出门，发现邻居买菜难的现象，就

主动在小区里成立了社群，热心组

织居民日常物品的购买，教大家下

单，再收集订单、整合订单给到商

场，一直忙到深夜。第二天，他们

会积极联系社区负责人，帮忙把送

来的菜品分发给居民。”

此外还有联华超市“安心宅

家”套餐，推出至今的供应数量已

接近10万份，物流中心员工和周

边数十家门店员工、增援志愿者形

成接力，每日加班加点装配安心套

餐，再分送到各个小区。

叮咚买菜也开拓了送菜新途

径，推出“邻里团”集约式保供。“叮

咚邻里团”以小区居委为单位开通

服务，目前已经覆盖了上海176个

封控小区，优先覆盖封闭小区多、

配送压力大的重点区域，比如闵行

的江川街道、梅陇镇，浦东的张江

镇、花木街道等等。

“我们把基础民生商品蔬菜、

水果、肉禽蛋做成组合套餐，每天

定时、定点统一配送到每个小区的

自提点，将配送效率最大化，尽可

能满足特殊时期居民们的菜篮子

需求。”叮咚买菜负责人表示，已开

通服务的小区居民可以通过“邻里

团”微信小程序，选购套餐，每天早

上9时到下午7时都可以下单，第

二天早上9时，“邻里团”就会通过

货车，把该小区的套餐统一送到小

区里的自提点，由居委会安排居民

们有序领取。

“3月18日，第一天推出时只

有100多个订单，截至3月23日，

每天要给10000多个家庭配送蔬

菜套装，达10万多份蔬菜。并且

新增的用户和订单数还在成倍

增长。” 本报记者 张钰芸

5累50，叮咚；6累30，盒
马，23累50，美团……每天
被抢菜闹铃支配的惶恐，
经历过的上海人都懂。
当一棵掉在地上的青菜
被调侃“谁的奢侈品掉
了”的同时，也有人表现
出“家里有粮”的淡定。
可能是手里捏了几个相
对靠谱的App、小程序、
菜摊老板娘的微信号，可
能是街道、居委会组织得
好，也可能是业主群有路
道，打通了团购食品的
“胡志明小道”……一夜
之间，上海人攒出了无数
个解决“买菜难”的门道，
效果如何，先顶过这一阵
再看。

封闭小区破解“买菜难”
不抢小哥不抢菜，“保供套餐”集采分送

上海疫情防控
进入最吃劲的关键
阶段，重点地区的网
格化筛查仍在进行
中。在封控小区中
“屏了又屏”的居民，
最担心的就是能否
顺利买到蔬菜、禽肉
等民生商品。除了
在各大生鲜平台上
拼手速，以社区为单
位，直接对接保供企
业的集采分送，应是
现阶段更高效、更安
全的配送方式。只
要供需双方之间搭
建起更畅通的桥梁，
“买菜难”就会得到
有效缓解。 ■ 麦德龙的民生保供商品统一送到了居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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