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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五月，

线下商超正在加速复工。5月2日，

大润发上海南汇店、松江店、澄浏

店、泥城店四家门店相继恢复线下

营业，接待五月第一批顾客。加上

此前已恢复营业的大润发奉贤店，

当天线下开门迎客的门店一共有

五家。

“小葱管够！”5月2日8:00，大

润发南汇店生鲜经理何芳正在整

理蔬菜货架。和往日小葱作为“配

菜”的排面不同，这一次，何芳把小

葱摆满了整整一排货架，“都说小

葱是疫情期间的‘奢侈品’，上海人

的餐桌上少不了它。所以这次线

下复工，我们特别多订购了一些。”

在南汇店的生鲜货架上，茼

蒿、茄子、苋菜、黄鱼、红提都摆得

满满当当。何芳介绍道，南汇店一

共准备了40吨蔬菜和水果，叶菜和

茄果类蔬菜有20个品种，榴莲、椰

子、妃子笑荔枝重回货架。黑鱼、

鲈鱼、小龙虾、草鱼等鲜活水产也

有供应。

“烘焙锅炉也正式重启，现烤

麻薯、烤鸡都上架了。”大润发松江

店负责人姚寒刚说，当天门店蔬

菜、水果备货量近30吨，活鱼等生

鲜商品也陆续到店供应。进店的顾

客还会收到大润发送的一颗苹果及

写着“再见到你真好”的问候卡。

不在上述区域的上海市民，依

然可以通过线上渠道下单。上海

大润发26家门店，已经超九成恢复

线上营业。目前，超1500个小区可

以线上下单、次日配送。

在本轮上海疫情中，30万人口

的大镇——浦东北蔡一度成为“暴

风眼”。上农批市场因出现阳性感

染者被关闭，但大量在市场工作的

人居住在北蔡，阳性感染者不断增

加，镇政府工作人员也出现了感

染。一场“暴风眼”背后的抗疫计划

迅速展开。

北蔡疫情发生后，浦东新区派

出指导组进驻，上海市级抗疫突击

队百人团支援，北蔡镇党委政府、社

区临危受命，拔除了联勤村等“硬骨

头”，北蔡如今渐渐风平浪静。“我刚

进驻北蔡镇的时候，镇政府门口的

沪南公路上空无一人，现在已有‘蓝

骑士’等在街头穿梭，最难的日子过

去了。”昨天，“逆行”进入北蔡的浦

东城管市容城建大队大队长倪振宇

为记者讲述了抗疫背后的故事。

联勤村一夜转运2000多人

在疫情最吃劲的时候，有人说，

浦东抗疫看北蔡，北蔡抗疫看联

勤。在联勤村，外来人口多，有的租

户共用卫生间、厨房，新增阳性感染

者层出不穷，相关部门决定启动清

村工作，啃下这个“硬骨头”。

“4月16日，北蔡镇发出通知，

目前村宅内阳性病例仍不断增加，

环境受到污染，继续留在村里存在

较大的感染风险，请村民暂时先搬

离家中，人员搬离后将开展全面彻

底的环境消毒。”从4月中旬起，倪

振宇被浦东新区组织部派驻到北蔡

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浦东城管支

援北蔡队伍的协调指挥。他带领市

容城建大队的“兄弟”们，和浦东城

管局生态支队、公安、属地干部等，

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耐心解释劝导，

让村民们消除顾虑，暂别家园。

2000多人的转运量，隔离点星

罗棋布多达30余个，这样艰巨的任

务，在疫情转运中很罕见。“中午我

们接到通知开始准备转运。因为村

里有很多租户，工作人员事先和他

们沟通，争取到不少房东的理解和

支持。他们组成了小分队，在房东

的带领下有序转运。还有很多拖家

带口的，要安排好各种需求，所以转

运速度比预计中慢。”

此时的上海，疫情形势严峻，转

运车辆告急、方舱告急。为确保老

百姓能及时到达，政府部门执法车

辆为部分转运大巴“领航”，缩短路

上时间和沟通成本。尽管如此，因

为人数太多，有大巴到达隔离点后

发现房间已满，再“转战”到其他隔

离点。一直到次日凌晨5时多，近

30辆大巴载着老百姓陆续离开，联

勤村一夜清空，成了北蔡抗疫中的

关键一仗。送走最后一个人，站了

十几个小时的倪振宇突然腿一软，

坐在了草地上。

“逆行”也有害怕的时候

说到北蔡“暴风眼”中的抗疫经

历，倪振宇声音有点哽咽。尤其是

阳性人员转运工作一度遭遇瓶颈、

推进缓慢。

在某个阳性人员中转点，一整

车阳性感染者到达后，需要有人交

接。但原有的安保人员因为害怕逃

离现场。他身先士卒，上前引导阳

性感染者有序下车、一一入内。其

他队员在他的带领下，也纷纷为感

染者安排住宿、安抚情绪。有关负

责人沟通协调，联系派驻新的安保

人员，一干就是连续3个通宵，打通

了北蔡阳性转运工作的又一个“堵

点”。“事后有人问我怕不怕，当时没

想那么多，现在回头想想还是有点

怕的。”怕是人的本能，但任务再次

下达，大家又义无反顾地投入。

随着一个个难点被攻克，北蔡

严峻的疫情得到遏制。4月底开

始，联勤村村民等陆续回到家中。

“今天，北蔡有7家超市开门了，包

括家乐福等3家大超市。城管队员

们又马不停蹄承担起维护街面秩序

的新任务。”倪振宇说。

前天，倪振宇给妻子打电话，妻

子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回答：

“大概五一吧。”“可是今天就是五一

劳动节啊。”妻子说。“我不在家的1

个多月里，从来不下厨房的妻子学

会了做饭，12岁的女儿也会给妈妈

做早餐了，算是一份意外的惊喜

吧。”倪振宇笑着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疫情“暴风眼”背后的故事

大润发5家店恢复线下营业

三个社会面基本清零区加快速度复工复产

包装蔬菜女工站一天腿都肿了
进入5月，上海六个社会面

基本清零区的市民生活逐步恢
复正常，区内企业复工复产“白名
单”也正在迅速加长。特别是保
供和防疫相关企业复工速度加
快，以保障市民正常生活，加强
疫情防控基本设施建设。今天
上午，记者采访了青浦、金山、普
陀三个社会面基本清零区的企
业，了解复工复产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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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太来合作社

100%复工，32
吨茭白妇女扛

“你看这32吨茭白，都是我们

女工扛过来的，马上要运到市中心

去。”今天上午，在青浦区夏阳街道

太来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印

不无骄傲地对记者说。

作为一个保供企业，太来合作

社如今几乎24小时运作，为中心城

区和本区居民提供最需要的绿叶菜

和优质蔬菜。从4月15日开始，合

作社已经100%复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流水线上，

一捧捧不同品种的新鲜蔬菜被放到

一个淡蓝色的大号马甲袋里。品种

有生菜、油麦菜、茭白、菜萁、茄子、青

椒，还有送的生姜、大蒜，这些都是当

下市民喜闻乐见的新鲜蔬菜和绿叶

菜，12斤一共60元。王印说，这个价

格在全市应该算很低的了。在这个

特殊的时期，企业应该拿出应有的责

任担当。王印说，他现在压力很大，

真切感受到市民的焦虑和迫切需求，

各区镇也一直在催他送菜，不抽烟的

他最近也抽上了烟。

4月30日，王印感到疫情严峻，

在公司开了一个动员会，要求转入

闭环运行。让他感动的是，公司48

个女工全部选择了留下。最初连洗

衣粉、妇女用品都没有，睡觉就在会

议室里打地铺。这些女工让王印非

常感动，不喊苦不喊累，一天要站十

几个小时，很多人一天站下来腿都

肿了。昨天进的32吨练塘茭白，都

是这些女工装卸的。早上7时开始

工作，一直做到深夜12时，下班后

洗澡还要排一两个小时队，一天最

多睡5个小时。而王印天天在包装

车间办公，有时自己也去扛大包。

王印说，他自己还有所有员工，都感

到吃的这些苦受的这些累非常值

得，能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吃到新鲜

满意的菜，让市民少些焦虑，他们就

觉得特别有意义。

本报记者 沈月明

金山枫泾镇叶聚兴粽子厂

快速恢复产能，
备战端午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金山

区枫泾镇的叶聚兴粽子厂，在生产

车间内，工人们各司其职，5名工人

正在娴熟地包粽子，平均15秒就能

完成一只；2名工人则在对粽子进

行最后的封口及分装，准备发往上

海市区。

负责人陈勋是枫泾粽子第四代

传人，负责“叶聚兴”老品牌的振兴

恢复工作。他介绍，粽子的生产线

现在都是半自动化的，即洗米、拌米

和拌料的环节都用机械操作，大大

减少了人工投入。目前工厂封闭管

理，4月16日刚复工时，每天只能生

产3000只粽子，现在可以达9000只

左右。5月对于粽子行业来说，是

难得的销售旺季。往年这个时候已

经在没日没夜地生产了，最高峰时

一天可以生产3万只粽子，去年一

年，就产出了近100万只。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秉承

产品是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加上前

期有良好的口碑，我们还是充满信

心的。”陈勋说，“目前最受市民欢迎

的是五花肉粽、蛋黄粽，还有陈皮豆

沙粽。我们还研发了时令系列的产

品，包括竹笋粽子、梅干菜肉粽子

等，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大家可以开

开心心吃粽子、过端午。”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朱丽燕

普陀施耐德工控

防疫“不掉链”，
生产“不停工”

办公室里支一张行军床，虽然

不如家里的床垫舒服，但上海施耐

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

耐德工控”）的总经理乔卫新睡得很

踏实。

伴随着上海实行“三区”分区分

级差异化防控管理，公司近日恢复

了生产线。这对乔卫新意味着新的

挑战，他既要确保全公司的防疫安

全“不掉链”，还得守住车间产线“不

停工”。

施耐德工控生产模数化智能

家居、办公用交流接触器等产品。

产品除了对工业基础设备厂商意

义非凡，对正在紧急建设的上海后

备医疗保障设施更是意义重大。

乔卫新说，作为企业的负责人，生

产不能停，防疫不能松，肩上的担

子很重。

施耐德工控在园区有11000平

方米的工厂区域，现已有227名一

线员工及工厂管理团队进行全封闭

运营生产。

227名员工，生产不停工，可

以保住施耐德的重要产能。“按照

这样的产能及考虑到上海和周边

城市的防疫控制形势，我们必须

提前拉入更多原材料，这样就需

要临时仓库来保障封闭生产的原

材料储存。”乔卫新介绍说，而公

司原本在嘉定的外仓，也早就处

于封闭管理期。

“一面是生产不能停，一面是货

物没有足够的储存空间”——这是

封闭生产前，让乔卫新最犯难的

事。未来岛园区党委书记钱世嵘了

解情况后，马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从匹配园区资源，实地看场地，再到

线上开会、签署临时仓储租赁合同，

运送货物进仓，只用了两天。“真的

太快了，还是周末，园区召集了相关

负责人线上开会，签署相关文件后，

当天下午就派了工作人员来帮我们

打扫仓库，第二天，货物就送了进

来。”乔卫新说，看见一箱箱原材料

摞起来，他的心定了。

本报通讯员 丁婉星 记者 江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