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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商务委
表示，外卖骑手等保供人员
流动性很大，要加强对他们
的健康检测，同时也要为他
们提供更便利的检测服
务。昨晚，记者在静安中心
医院门口24小时核酸检测
点看到，排队等候核酸检测
的队伍很长，其中多数是外
卖、快递小哥。

本报记者 萧君玮 摄

确保保供人员
核酸检测频率

封控在家，许久未联系的外地朋友突然
发来微信关心：“我现在看上海物价已经蹿上
天了？”“蹿上天”肯定是有些夸张了，但这段
时间，物价问题格外牵动老百姓的神经，哄抬
物价时有冒出，确是事实。
3月14日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向各市场主

体发放提醒告诫函4万余份，累计查办案件超
过200件，价格违法典型案例也不断被公布。
例如，锦小文餐饮店哄抬价格案中，当事人进
价才3元每斤的土豆，在外卖平台上以16.8元
一斤的价格销售，进销差价率达460%，令人咋
舌。闵行警方会同相关部门在巡查时发现一
水果店在利益驱使下擅自揭开封条，开门营
业，将一棵青菜卖到26元，让人不齿。

在风生水起的“社区团购”中，坐地起
价、肆意抬高价格、短斤缺两等乱象也层出不
穷。例如，近日，严某接到1720份蔬菜套餐订
单，约定每份包含西芹两斤、白萝卜两斤、番茄
一斤、黄瓜一斤。同批订单中，严某对其中两
百份仅提供一根莴笋（约一斤半）、两只番茄
（约一斤）和三棵青菜（约一斤），在成本未发生
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大幅提高销售价格。
前不久，上海一个顺丰同城骑手火上了

微博热搜，原因是他一天挣了万把块，用户
打赏就有七千多。我看到网上有不少评论
表示认同：有的说，这种“打赏”是市场调节
行为，是消费者对快递小哥工作的一种肯
定；有的说送快递有一定风险，小哥挣的是

辛苦钱，也是风险钱。但我想说的是，疫情
之下，不打赏就不送，难道这种打赏不是一
种变相哄抬物价吗？这和一斤土豆卖到
16.8元、一棵青菜卖到26元，有什么不同？
哄抬物价于法不容。《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早有明文，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涨
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
涨。日前，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委也
联合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认定哄抬价格
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哄抬物价行为最高
可罚款300万元。
哄抬物价危害不小，不仅侵害了消费者

利益，违背商业道德，让市民群众深受其害，
更重要的是，在当前万众一心共同抗疫的关

键时期，坚定信心、稳定人心，是重要保障。
因此，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刻不容缓。

市场主管部门应该积极扛起监管责任，让“发疫
情财”者付出沉重代价；广大市民群众要对不法
行为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当然，治理哄抬物价也应该疏堵结合，

政府应该努力做好保供，满足老百姓的日常
生活。市委书记李强表示，要下定决心打通
堵点，政府、市场同向发力，把保供企业、平
台企业的作用更好发挥出来，在提高运力、
稳定物价上下更大功夫。
要想取得抗疫最终的胜利，需要我们付

出巨大的努力，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只
有齐心协力，才能迎来最后的胜利。

对哄抬物价坚决说不 屠 瑜

一个多月封闭生产、线上线

下实时协调、协同运力解决供应

链难题……疫情侵袭下的上海汽

车工业，没有停下脚步。今天，在

上海疫情防控和市政府推动复工

复产防疫指引下，上汽集团旗下

企业重点瞄准人员保障、供应链

保障、物流保障、封闭生产管理和

防疫措施等领域启动复工复产压

力测试，为正式复工复产做好积

极准备。昨晚，集团旗下高端智

能电动品牌智己L7正式上市，首

批智己L7将陆续交付。

为确保交付，智己一线的28

名员工组成生产保供“突击队”，

提前收拾好行李进驻临港工厂，

进入从早到晚连续奋战的工作状

态。项目质量交付部总监金蔚丰

3月8日起就驻守临港，每天带领

团队巡查生产线、测试整车功能、

协调资源，晚上还要开会布置任

务，“工厂居住条件比较艰苦，4

个办公室白天是会议室，晚上就

是卧室。但大家仍然保持着‘苦

中作乐’的积极心态，每天临睡前

小小的卧谈会，甚至变成一次次

提升品质的头脑风暴”。

白天车辆调试中，有同事发

现车辆尾门开关、发动机舱、方向

盘上的按键操作力度不同，会影

响用户感知。为了让产品体验的

每个细节更加完善，大家一起讨

论优化，进一步提高轿车档次。

为了达成这个自发的目标，团队

成员处处留心，最终列出多达

100余项的优化清单。正是这批年龄30岁

左右的中坚力量，承担起制造、质保、生产

规划、物流等一连串作业任务，在疫情挑战

下有序保证智己L7的平稳生产。

金蔚丰强调：“虽然在厂里只有28个

人，但在厂外，我们有千余人团队在支

撑。无论是优化数据模型、整车测试还是

与供应商的沟通，只要有需求，厂外资源

马上能盘活，我们探索出疫情条件下高效

工作的模式。”像智己汽车软件及用户触

点团队提前谋划，由两位同事分别将两辆

测试车开回各自小区，以防突发状况。虽

然上车测试压力几乎都落在这两位身上，

但整个团队时刻在线配合，确保测试工作

展开。“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

是在群里问，大家有什么需要测试的吗？”

工程师李微萌说，为了将所有需求完整地

测试，不留遗漏，团队通过线上共享文档

的方式，负责产品和设计的同事会根据不

同模块，一一列出需要测试的功能，包括

验证条件与需要验证的结果。两人记录

下所有需求，分好工，再到车上测试，做完

一项就勾掉一项。

未来，上汽集团将综合考虑疫情走势、

压力测试结果等情况，制定进一步的复工

复产动态规划。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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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天，我买了3000斤蔬菜，送到9

家养老院，这是我在封控中靠打电话完成的。

昨天，跑了700多公里的司机小华告知菜

基本送到，我松了一口气，一股倦意不禁涌来。

买菜，给老人
疫情以来，我家倒是没缺过菜，但社交

网络显示一些上海人买不到蔬菜，尤其是不

会团购、不用智能手机的老人遇到了很大困

难。有篇文章说，一对老人家中蔬菜断顿，但

他们又有着上海人独有的隐忍，不愿求助他

人，无奈之下，只好将仅有的馄饨切开，弄一

点菜叶吃。读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我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多买点蔬菜，送

给老人！

运菜，有点难
我先找外地的朋友，想从当地买一点绿

叶菜配送到上海。外地朋友告诉我，外地司

机把物资运到上海后，返程时可能会因当地

严格的管控而“回不去”。那么，司机和车能

否留在上海继续运送货物，缓解一下运力紧

张呢？也难，因为仓促之间车辆很难申请到

通行证，而没有通行证，车辆是无法上街的。

无奈之下，我把眼光投向上海市内。有

几家保供企业提供了套餐，价格不算便宜，

而且最好是只送一个地址。以我相对挑剔

的眼光，我觉得一些套餐不太适合老人，老

人现在需要的是蔬菜，而不是那些海鲜、对

虾、咸肉、甜橙、咖啡……

所幸有位朋友提供了线索，祝桥镇有片

菜地还未收割，菜农原本给餐馆、菜场供货，

如今因疫情断了销路，菜农又不懂电商，面

临“菜卖不掉”风险。我托朋友联系到对方，

得知那里有韭菜、莴笋、芹菜、黄瓜四种蔬

菜，马上就能收割。我连忙预订3000斤菜，

菜农很淳朴，一听我要订这么多，还把每斤

菜价降了5毛钱。

菜搞定了，我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有

两个问题。

首先是谁来运？有通行证、能上路的小

货车本来就缺，这时候运送政府保供物资都

紧张，估计很难挤出运力。

其次是菜运到哪儿？若根据地址运送，

不但耗费运力，有的居民区门口连卸菜都不

允许，因为担心快递带来病毒，况且志愿者

和物业人员都很疲劳，只负责官方保供物

资。应该说，居委和物业的考虑都有道理，

但也要看到，“最后100米”是“给老年人送

菜”遭遇的难题之一。

装菜，用轿车
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倔强”起了作用。

我打了不少朋友电话，1992年出生的小华和

我联系上，他说自己的轿车有通行证，可以

帮助运输。虽说是轿车，每次大概能装约

800斤蔬菜。小华是川沙人，他为了怕我迟

疑，一开始说每天收2000元。可等到事后

结算车费时，他又摆手说不要了，一口本地

话说：“这个时候赚什么钱！”

至于送哪里，我的同事记者李一能出了

个主意——可以统一送到各养老院。他介

绍，政府很重视养老院，发布会上还专门强

调，不过有的养老院还是缺蔬菜的，他可以

请相关部门推荐名单，届时可以把菜直接送

到那些困难的养老院。

这番话打开了思路，送养老院有几个

好处，一是不用分装，二是“点对点”，三是

需求可提前沟通。李一能正被封控在家，

但他的沟通效率极高，考虑到只有一台轿

车的运力，他和相关部门商量后，把送菜范

围划在虹口区。

送菜，来回奔
买菜在祝桥，送菜到虹口。一切就绪

后，小华的轿车，便开始了田头到养老院的

往返奔波。因为轿车一次只能装800斤，

所以他先后跑了五趟，入夜，小华就睡在车

子里。

我被封控在室内，无能为力，有点焦

虑。幸好，小华非常负责任，蔬菜的消毒、卸

货、对接、再消毒……没有任何疏忽。

有一家养老院，需求是1000斤蔬菜，因

为种种原因，最后只送到800多斤，我和小

华都有点内疚。

在互联网上，小华还看到，有一个小区

老人蛮多的，虽然发过大礼包，但物资还是

有点不够。我们尝试拨打联络人电话，询问

是否需要帮助，得到的回答是，社区已发放

了新一轮物资，暂时还不需要。

疫情之下，给养老院送菜这件事能做

成，我想是偶然大于必然。全力以赴做好物

资保供，不仅仅是上海的事，更是上海人的

事情。

上海这座城市，就是能让人做成好事的

地方。

希望能有更多的菜，送给更多的上海

老人。

本报记者 晏秋秋

我买了3000斤蔬菜
送到上海9家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