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好这件事 百姓就有信心和力量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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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小区的故事。
昨天傍晚，几位志愿者正在分发居民团

购的食品，一位老伯不好意思地上前询问，
能不能分给他一些，因为他不会网上买菜，
也不会团购，家里吃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一
位志愿者听了，马上把自己刚买的两盒鸡
蛋都给了这位老伯。
这个故事，有温暖，也有心酸。随着封

控持续，这些天，大家前期囤的菜大多已经
告罄，发的菜也所剩不多。除了缺少主副食
品，日用品、防疫物资、基本药品也已告急。
2500万市民的生活物资保障，成了大家最关
心的话题。尤其当年轻人忙着在手机上拼
手速抢菜、接龙团购时，那些不太会用手机
的老人，难免让人揪心。

上海疫情仍在高位运转，这场疫情防控
的大仗硬仗中，保供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抗
疫核心问题，因为它关乎信心，也关乎民心。
为了战胜病毒，市民们愿意暂时牺牲自

由，闷在家中，但如果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
信心就会动摇，坚持就难以为继。中国人
说，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仓廪
实而知礼节。信心、自律、秩序，都建立在物
资供应充足的基础上。
当前，上海米面粮油肉等储存储备都很

充足，各地的援助物资也不断抵达。但由于
大多数商超、菜场还无法正常营业，“买菜
难”“配送难”等问题依然存在，“最后一公
里”“最后一百米”的配送缺口十分突出。如
何把充足的生活物资送到千家万户？这是
一道必答题，更是一道抢答题。
这些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团副总裁毛

方、京东副总裁王文博、饿了么资深副总裁肖

水贤等电商负责人先后亮相，带来不少好消
息。比如，美团开通社区集单、团餐、应急帮手
等服务；京东首批重点保障物资已通过京东物
流专人专车运抵上海，包括超8万件母婴物资；
饿了么新增2800名骑手重返岗位，努力解决
“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配送瓶颈等等。

上海还建立了保供白名单，把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的批发市场、配送中心、电商
大仓、中央厨房等网点逐渐解封出来。各区
也纷纷公布各自的保供渠道。同时，允许非
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
人员，走出封控区，回到保供岗位。
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天，社区团购越

来越活跃。“我的社区我的团”成为网络热
词。各种买菜群、团购群，不仅拉近了邻里
关系，涵养了城市的人情味，也提升了居民
自治能力。
非常时期，运力有限，社区团购的确很

有用，但上海仍需尽快搭建起一张更加稳
定、更可预期、更加普惠的保供网络，才能真
正稳定人心。
毕竟，上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对于老

人们来说，线上接龙团购可能是“另一次元”
的事物，他们不会，也学不会。即使那些活
跃在线上线下的“团长”，每天也面临着诸多
不确定性，货没了、居民退单了，种种意外，
让人心力憔悴。
要在防疫安全前提下“投喂”2500万人，

的确很难。但再难也要为民解困，为党分
忧。必须清醒认识到，保供就是保胜利！各
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要想方设法打通堵
点，破解难题，千方百计去完成。
因为这就是当下群众最关心最期盼的

事，是信心的根源，希望的起点。唯有打赢
这场遭遇战，才能为疫情防控的持久战，注
入更多的信心与力量。

封控前抢包600只油面筋、300只百叶包，
打地铺一个多月，为百余位老人供餐——

助老睦邻小厨有个“坚守四人组”

■ 睦邻小厨天天为150多位老人送三餐，4名员工已坚持一个多月 本报记者 萧君玮 摄

■ 讲述人：倪建新
杨浦区平凉路街道江浦路睦邻小厨负

责人，63岁

我从事养老行业十年了，去年8月1日，

我接手杨浦区平凉路街道江浦路睦邻小厨，

也就是原来的老年助餐点。它有点像“中央

厨房”，为社区养老机构和社区老人供餐，原

来一日三餐总量在500客左右。3月10日我

们接到通知，日托所和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关

闭，我们仍需要为三家全封闭的“长照”（长

者照护之家）和五十来位社区老人上门送

餐。3月31日，两家社会单位求援，一家是

“南方水中心”（负责上海水质监测）有11个

人需要送餐，另一家是齐齐哈尔路一小，有

一位值班人员需要送餐，作为抗疫一分子，

我答应了（当然一般人家都不送了）。我们

每天午餐和晚餐分别是150客和100客，送

到“长照”的早饭90客。

配餐送餐连轴转
这段时间很困难，首先是缺人手。原来

小厨有七名员工，春节前两人辞职，上个月

两人被封闭在小区，只剩下一个厨师、一个

后厨和一个送餐员，后来加了一个“外援”。

他们“四人组”连续作战，在助餐点都住了一

个多月。

我们的厨师叫陈雄伟，37岁，本是一家

五星级酒店的主厨，去年夏天被我挖过来管

理后厨，人家叫他“陈大师”。他擅长本帮

菜，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偶尔烧个酱鸭，老人

都以为是从大饭店买的。现在，他从早晨7

时忙到中午，12时15分吃中饭，稍微眯一会

儿，下午2时又开始烧晚上的菜，一天不停歇

干8小时，而且都是站着。他真的厉害，平时

切菜是后厨，但有时候来不及，他也自己切，

动作就像电影里的厨神一般令人眼花缭

乱。“陈大师”也挺憋屈：“老哥，我是看你面

子哦。像我这种级别，以前炒菜都不大炒

的，现在不光炒菜，还打菜，还洗锅具……”

不过，老人有口福了。

我们的后厨崔成凤，已经55岁了，负责

洗菜、切配、点心，还有清洁工作。这个年

纪的女同志，早上4时起来熬粥弄早点，早

点有馒头、花卷、肉包、菜包，不容易呀。后

来，我们来了个后援——平凉路街道为老

服务综合体的李胜清主任，她以前在饭店

干过，也会做点心，她过来帮忙，哪缺人手

就顶上去。

我们的送餐员叫杨永上，安徽人。睦邻

小厨原有两名送餐员，分别管养老机构和社

区居民，杨永上原来只送机构，现在是“两副

担子一起挑”。拿午餐来说，每天他骑着三轮

车，从9时就开始送，一直要送到11时45分。

他先送怀德路上的“长照”，再送社区居民（要

分两次才能送完，送了一批再回去取），一般

是放在小区门口，最多的十来份，少的一两

份，最后是送军工路那边的“长照”。晚上送

餐少一点，但“南方水中心”和齐齐哈尔路一

小还是要送。送餐的线路，杨永上都排好的，

不绕一点路，跟行军图一样。

他们有没有怨言？怎么会没有呢？都

是人啊。一个多月了，他们天天住在睦邻小

厨，在就餐大厅里打地铺。条件很艰苦，没

有换洗衣服，李胜清牙龈发炎也买不到药，

还要操心在家上网课的儿子。

囤菜保供传爱心
现在我们每顿还是保证四个菜——大

荤小荤加两个素菜。一周里，每天菜是不同

的。我们的菜有卤鸡腿、酱鸭、咖喱土豆鸡

块、番茄炒蛋，肉类有红烧肉、腐乳肉、走油

肉。另外，每周有两顿鱼、一顿虾，鱼有面拖

鱼、糖醋鱼，虾有油爆盐水虾。每周还有一

次花色餐，比如炒面、菜饭等。最近蔬菜品

种相对少，就做炒青菜、胡萝卜丝、烂糊肉

丝、青椒干丝，变变花样。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菜很紧张，我们也

要抢。不过，我还是有先见之明，囤了很多

菜。囤物资，我是有经验的。2020年疫情刚

起来，我就提前进了大量口罩，那时候感觉

就像富翁一样。这次，我在封控前最后两天

抢了很多菜，土豆、黄瓜、萝卜、大白菜，我专

门有个仓库来存放。我有个同学在某网购

平台做高管，3月31日，他跟我说正好有一

车菜过来，这时外面菜价已经上去了，他让

我直接从供应商处拿菜，“为老人送餐，是做

好事嘛”。

荤菜，囤得更厉害了！3月10日后我一

直在进货，我有预见性地买了米鱼（刺少）、

带鱼、小黄鱼，还有鸭子，猪肉也进了多次，

有一次进了90斤五花肉，还有肉糜。我们在

封闭前塞了600多只油面筋、包了300多个

百叶包，放在冰箱里，这都派了大用场。另

外，我还囤了很多红肠和鸭脯，都是真空包

装，是防止最紧急时啥也没有了，还可以供

应6顿！我前后共进了三万多元的菜。

街道方面对我们很支持，每每有物资送

来，都会组织力量消杀，为员工做核酸检测，

确保他们安全。街道分管副主任胡映映上

个月看到小厨的送餐员穿着一次性雨披送

餐，觉得风险很大，马上提供防护服，才过了

一小时，防护服就送来50套，她说：“老倪，有

困难你要说的呀，要提出来！”

现在水果比较缺。前两天，我辗转弄来

两筐橙子，28斤一筐，送给“长照”住养老人

吃。还有，社区送餐老人好多年过九旬，他

们反映牛奶送不到，我就把自己一箱牛奶拆

开分送，老人家属十分感动，都发来微信表

示感谢。

这轮疫情刚开始时，我对“四人组”说：

“你们先坚持一下，等上海疫情平稳了，清

零了，给你们多放一点假。”其实，不管有多

难，我们还会坚持下去的，抗疫是大局啊。

疫情严峻，老人年纪这么大，一顿饭都不能

停的！

本报记者 邵宁

记者了解到，睦邻小厨位于江浦路745

弄，日常为9家微小型养老机构供餐，包括

三家“长照”、一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五家

日托所，分布于平凉、长白两个街道，去年

在年度考核中获得96分（满分是100分），

名列前茅，得到区民政局奖励。在上海市

食安办的检查中，江浦路睦邻小厨也得到

好评，将把他们的模式向其他助餐点推广。

记者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