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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全上海人民都在打仗。
昨天起，首批“三区”划分管控的区域公

告，陆续发布——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无论你属于哪个区，战斗，依然没有结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家“菜篮子”，

还过得去吧？的确，不少朋友都遇到了暂时
的“菜篮子”难题。有难题，就解决难题。于
是，空前规模的“团购”、好似“满天星”的帐
篷超市，最大限度保基本，满足非常时期“菜
篮子”刚需。
进入四月以来，从浦东到浦西，大大小小

的社区楼组群里，若要盘点“最关注”，核酸、抗
原排第一；排第二的，恐怕非“社区团购”莫属，
放眼望去，接龙的，扫码的，此起彼伏。
“团长”，大多是同住一个小区的居民，

很热心，为非常时期“菜篮子”，积极张罗。
一时间，“组团”，似乎也成了条件反射，见码
就扫，见“团”就进，一人加入十来个“团”，也
是寻常。
组团成功容易，到货效率，怎么样，还真

不好说。有次日抵达，让人谢天谢地的；有半
夜三更抵达，让人夜不成寐的；有等等再等
等，过了四五天，物流还是不见动静的……
社区里，守望相助，解决非常时期“菜篮

子”难题，自发组团，是一种方式。只不过，
供货商的实际情况，“团长”并非都能了如指
掌，货源是否充足，渠道是否畅通，往往也都
是未知数。
非常时期，要让“菜篮子”收到保供“定心

丸”，货源、渠道的确定性、可预期，太重要
了。抗疫就是打仗，手上有粮心中不慌。发
动全民抗疫，组织同心抗疫，政府的重要责任
之一，就是始终坚持统筹疫情防控、生活物资
保障同谋划、同部署，保障居民买得到、拿得
到、买得起、不断档。如何做到？保供，分阶
段、分区域、分类施策。一方面，坚持加大线
上渠道、大型超市和各菜市场备货量，提升配
送能力，努力保障面上供应；另一方面，以封
控区域困难老人等特殊群体为重点，积极排
摸需求，做好灵活供应，坚持全面覆盖不漏一

户，全力确保居民生活物资保障供应。
但无论是“面”上，还是“点”上，不同以

往，本轮抗疫，申城“菜篮子”保供，最大的问
题，是“最后一百米”——东西不缺，缺的是
送东西的“快递小哥”。
于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异军突起。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众多社区街道的公众
号，近来受到辖区居民空前关注。因为，公
众号上有重磅发布——最新组团采购渠道，
来啦！
不同于居民自发，这种团购的供货渠

道，多由政府信用背书；“团长”由居委会、业
委会或物业选派人员兼任；一个团购平台，
负责街道辖区内多个相邻小区，集中采购，
货品质量、配送效率，让非常时期“菜篮子”
的性价比、稳定性都有保障。
同时，一些开在小区大门口的帐篷超

市，也为保供解决燃眉之急。目前，南桥镇
已经开设45家帐篷超市，覆盖全域135个小
区，其他街镇计划将开设类似千家门店，好

似“满天星”，即便微光，也似星星点灯，点亮
非常时期的“保供之路”。
2022年的三四月间，新冠杀了回马枪，

申城2500万人投入战斗。如果说，全民抗疫，
是一幅大拼图，拼出“必胜”二字，“菜篮子”保
供，不可或缺！抗疫，原本就是基层治理能力
的一次大比拼。哪个地方越是未雨绸缪、科学
调度、苦干巧干拼命干，哪个地方的居民，就能
多些“定心丸”少些“心慌慌”。何况，新冠，并
非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遇到的“最后一道考
题”，居安思危，见贤思齐，不打无准备之仗，
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管用的大实话。
最后，顺便提一张照片。一位“大白”说

太累了，坐地上就睡着了。照片，是一位“团
长”随手拍下的。
非常时期的“菜篮子”，不容易！切记，

只“团”必需品，纯净水、可乐、雪碧之类的，
就算了。那些连轴转的保供“大白”，是社
工、物业或志愿者，超负荷已近极限，请爱护
他们！

非常时期的“菜篮子”

4月3日下午，在奉贤区南桥镇正阳一

居文华苑小区大门口，一间名为“满天星”的

便民超市（见右图）悄悄营业。连日来，这间

10平方米大小的便民超市，以“居民下单、

商超配单、志愿者送单”的形式，最大限度保

障辖区内8000多名居民的基本生活。

在超市开张后，许多奉贤区市民表示有

了小超市托底，感觉安心多了。与此同时，

居民们并未将商品抢购一空，而是更多留给

需要帮助，获取生活物资能力较弱的群体。

据了解，目前全区“满天星”便民超市已建成

400余家。截至4月10日，“满天星”累计订

单量达27万余份。

“开业”当天，正阳一居的“满天星便民

超市”，就备了不少货，除了蔬菜、大米等主副

食品外，食用油、调味品、牛奶等一应俱全。

得知便民超市开业，家住南桥镇正阳一居行

知苑167号的住户张先生就通过居委会建立

的居民微信群，立即找到居委干部“下单”，三

份梅林午餐肉和一份蔬菜套餐，并在半小时

内都由志愿者送达到该楼栋。张先生说：

“这下安心了，买菜什么都不慌了。”

作为“满天星便民超市”的负责人，志愿

者邢斌峰已被居民们亲切称为“外卖侠”。

他告诉记者，虽然便民超市傍晚5:00才正式

营业，但已有17户住户下了单，“按照防疫要

求，由我根据订单进行前期的分拣包装，移

交到‘暂存区’后，由志愿者配送到辖区各个

小区内，再由楼道内的相应志愿者进行领

取，这样一来，避免了混单、错单、漏单的情

况。”目前，南桥镇已经开设45家“满天星便

民超市”，覆盖全域135个小区。

据了解，“满天星”便民超市的三大功

能，一是日常生活必需物资集采集配平台；

二是类似奶粉等特殊需求代购平台；三是对

困难人群的关怀帮扶平台，而同时也能成为

捐赠物资的发放平台，主要是为了保障困难

群体，免费发放困难群众以及敬老院等社会

福利机构。

目前，漾濞、荆州、宁夏、安徽等地的捐

赠物资已通过“满天星”逐一发放给了奉贤

区各街镇区域内的优抚对象、低保、低收入

家庭、高龄老人等人群。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满天星便民超市”

开设后，却并未出现抢购的情况。一位奉贤

南桥镇居民告诉记者，不抢购一是因为比较

放心，知道这个购物渠道是稳定的，主要用

来应急。而另一个原因，也是希望能把有限

的物资留给不会网购、缺乏购物渠道的困难

群体，比如老人、残疾人等等，发挥其托底保

障的作用。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孙燕

疫情之下，百姓的就医配药需求牵挂人

心。如何高效统筹资源，解决好居民的急难

愁？在松江区洞泾镇，一套类似外卖平台的

机制，填补了120救护车的资源紧张。

接到居民的紧急求助后，由居委会工作

人员线上“下单”，医疗专班就医保障组有专

人“接单”，再动员专车司机“抢单”接送……

记者了解到，从4月7日凌晨保障组运行至

4月11日晚9时，398次急诊就医已得到妥

善处置。

“我怀着双胞胎，孕36周，已约好4月7

日的‘红房子’医院产检。你们能帮帮我

吗？”4月5日，光星居民区黄女士因小区封

控无法出行，发来求助。光星居委会副主任

顾国光得知情况后，当晚便将情况上报至镇

防控办医疗专班。

“可以安排车辆接送！”尽管全镇用车紧

张，但医疗专班的答复，让顾国光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4月7日当天，黄女士上午8时出门，9

时半便到达医院，顺利完成产检。

为缓解镇内医疗转运用车紧张的情况，

医疗专班特地成立了就医保障组，组内的志

愿者也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专车司机”。一

旦居民有紧急就医需求，居委会工作人员即

可线上“下单”，就医保障组安排专人线上

“接单”，再“派单”到保障组的群中，便有“专

车司机”们开始“抢单”。从收到“订单”到开

车出发，20分钟内就可实现。

专班车辆、属地单位车辆多方力量的加

入，填补了120救护车资源紧张的情况。“这

个机制就像外卖平台一样，居委工作人员就

像下单的消费者，我们保障组就像是商家，

接单后再等骑手来抢单，效率可以大大提

高。”应急就医保障组组长张华说。

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安全，所有外出

人员需做一次抗原检测，阴性后方可出行。

居民就医结束后，凭病历证明、第二次抗原

检测阴性结果进入小区。

除了急诊出行外，配药也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你好,我一直在吃的药快吃完了，你们

能帮帮我吗？”几乎每天，居委会都会接到居民

们的配药求助电话。为此，洞泾镇专门成立

了配药保障组，与属地管理单位共同发力。

据悉，居委会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将居民

上报的、相对不是太紧急的待配药物以“日

结”形式列成清单。非封控居民区由居委会

安排专人前往药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

院代为配药。在封控小区，则有保障组来

“跑腿”。

“我们保障组共9个人，在接到封控小

区的需求后，每天分组行动，一般都要跑三

四个医院，分头去配各类处方药，尽量为居

民配到所有药物。”配药保障组组长周雯说，

一些药物只在特定的医院里有，有的药物甚

至跨区才能配到，但所有人都不怕麻烦，每

天往返于各个医院，完成代配药后当天就将

药物送至各个社区门口。

配药保障组按照“一日一统计一配药”

模式进行，既能及时解决居民用药需求又能

节省时间，提升工作效率。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张莉

近日，上海市政府结合疫情防控和物资

保障实际需要，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按照分类管理原则，要求在封控区

和管控区，超市卖场、连锁餐饮、药店等商业

网点应开尽开，关门不停业，线上下单，线下

理货，集订集送。要求在防范区，有限允许

商业网点恢复经营，按照预约、限流原则开

展经营活动。

4月10日上午，由联华超市提供的首批

约3000份应急保供物资被陆续送到浦东三

林镇居民小区，这是百联集团接到浦东应急

保供任务后，为重点区域送出的首批物资。

目前，徐汇区华联南丹店、联华超市建国西

路店等均已开始运营。

沃尔玛在上海一共有6家大卖场，从今

日起有2家即沃尔玛田林店、凌云店重启线

上订单服务。沃尔玛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

上海气温上升，为了保障品相，沃尔玛会对

所有的生鲜加冰袋后，再用保温袋打包。而

山姆会员商店除了青浦店正常运营以外，北

蔡店在严格遵守相关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已

经复工。

杨浦区江浦路街道农工商超市打虎山

路店可为社区居民提供在线下单服务。店

长表示，店里的电话已经通过相关渠道公

布，市民也可以打电话预订采购，通过街道

或居委会，也提供线下团购配送服务。

清美集团从4月7日起销售抗疫大礼

包，目前每日供应5万份左右，遍布社区的门

店也在有序复工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门店

主要在社群中对接周边居民的团购需求，提

供蔬菜、禽肉、豆制品、面点等生活必需品。

全家、罗森等便利店也在恢复运营中。

罗森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也有部分门店线

上接单，再由外卖小哥送到周边小区。

一批餐饮企业也在积极保供，逐步恢复

运营。肯德基、必胜客、麦当劳、汉堡王、老

盛昌等连锁餐饮均有部分门店复工，既为一

线防疫人员加班加点生产餐食，也为普通消

费者提供团购套餐。但由于运力有限，目前

的餐食是先到先得。

昨天，上海老盛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CEO施建峰表示，为满足市民对预包装食品

需求，公司已经推出社区团购套餐。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上海超市卖场、连锁餐饮等加快复工
多家品牌部分门店已复工 可提供团购套餐服务

“满天星”开在家门口
超市累计订单量达27万余份

新民眼

“专车司机”保障就医
5天解决398次急诊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