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就业上歧视新冠康复者的现象，发

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昨天举行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指出，要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

权利，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

新冠阳性康复者在求职时不受到歧

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理可据。然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用人单位却创造

了个新词“历史无阳”，更有甚者把应聘者

到过风险区的、家属有到过风险区的甚至

在方舱当过志愿者的，统统纳入“不招”的

名单。一些企业为什么不招新冠康复者，

答案很简单：避险。

停工、消杀、隔离，对于任何一个企业

来说都会造成经济损失。为了将风险降

到最低，一些企业干脆就不招“阳过”的人

员，甚至设立一些隐性求职门槛。这种行

为损害了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要依法依

规予以严惩，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

“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法律和政策底线之上，社会治理各层

面、各环节，也要不断健全完善各项措施，

全方位保护新冠阳性康复者的权益，使他

们免受就业歧视的困扰。前两天，“躲在

虹桥站卫生间”的阿芬，数月以来的坎坷

求职经历，通过媒体的报道受到全网关

注。就在7月12日，在多方帮助下，阿芬

已经找到了工作。然而，要让“阿芬们”

在求职路上不再受到歧视，还是需要制

度性的安排。比如：企业不得将是否“阳

过”作为入职条件，不在面试的时候询问

应聘者的相关健康信息，比如：健康码是

否曾变为“黄码”或“红码”等，应聘者两

个月以内的核酸检测记录，有权不向企业

告知等等。

在强调法律和政策底线的同时，如何

合理合情地妥善处理“就业歧视”问题，是

当下各方亟需破解的课题，这不仅需要智

慧，也需要同理心。昨天下午，浦东人社

局、总工会等发布了《关于“一视同仁地对

待新冠阳性康复者等”的倡议书》，倡议企

业善待、关爱新冠阳性康复者。

健康良好的用工环境是需要各方共

同营造的。无论是求职者，还是企业，都

不应该被疫情的恐惧所笼罩。正如市政

府新闻发言人曾经说到的两个“希

望”——希望能够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尽

快让这些在求职路上跋涉的人们，尽早找

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里，他们都能够工作得安心、踏实。

就业严禁歧视新冠康复者，重在破解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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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下镇万春村一果蔬生产基地，菜农在闷热的塑料大棚内抢收空心菜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

40.9℃！昨天，上海“二刷”高温红色预

警，最高气温达到40.9℃。蒸腾热浪让绿叶

菜生长缓慢，价格上涨，不少市民更发现，一

些互联网买菜平台又出现了“运力紧张”的提

示，都给申城“菜篮子”供应带来考验。

但记者昨天走访市场后发现，“运力紧

张”并不等于供应不足，连续高温叠加部分小

区封控，让市民纷纷选择送货上门，导致订单

量猛增。但无论是零售端还是批发端，上海

主副食品供应都很充足。光明食品集团下属

上海蔬菜集团表示，目前旗下西郊国际、江

桥、三林等批发市场蔬菜日均成交量已恢复

至6000吨左右，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高温天不愿出门
买菜平台出现“运力紧张”
“不知道天太热都不想出门，还是别的原

因，一早睁开眼，盒马只有19时之后的运力

了，再去叮咚看了眼，也只有下午运力了。”这

两天，不少市民发现，一些互联网买菜平台又

出现“运力紧张”的情况，而在某些区域，绿叶

菜、西瓜等时令蔬果在中午就会卖光。难道

是生鲜产品供应出现紧张？

今天早上7时，记者分别登录盒马、叮咚

买菜App，发现无论是新鲜蔬果还是肉禽蛋

奶，均品类齐全、供应充足。而在运力上，

此时叮咚能选择全天各个时段，盒马7:30

到8:30的时段已经约满，但当日其他时段的

运力依旧充足。

“这几天订单量确实大幅增加，消费者主

要购买蔬菜水果、肉禽蛋奶，还有瓶装水、冰

淇淋等生活必需品。”叮咚买菜杨浦站站长李

帅告诉记者，气温逐步攀升后，站内订单量最

高突破了每日2000单，而在平时只有1500单

左右。

不过，尽管线上渠道有所紧张，但线下门

店的供应依旧很充足。记者昨天下午在盒马

杨浦环创店看到，这家店面积不大，但货品陈

列齐全。店内的顾客也不多，却有不少店员

拿着袋子快速拣货。

多备货调人手
保障市民菜篮子

“高温红色预警一发布，市民通过线上渠

道购买生鲜物资的需求就会激增。因此，近

期我们的备货量增加了30%。”叮咚买菜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增加备货量、延长营业

时间、调拨更多人手等多种方式，正在全力提

升供应能力。

今天凌晨4时，叮咚买菜金山廊下农场

里的工人就走进了菜地。鲜灵灵的小青菜、

杭白菜、空心菜、米苋等绿叶菜经过采摘、分

拣、包装，很快就会通过全程冷链送到全市各

个前置仓。农场经理卢叶介绍，为了避免工

人劳累中暑，同时也保障蔬菜品质不受高温

影响，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是工人们的休息

时间，一早一晚则会安排抢收。

记者了解到，叮咚买菜在金山廊下的自

有农场有800亩，已经全部按照市场缺口安

排指定品类种植。目前，每天能产出10吨蔬

菜，且供应量还在增长中。而为了提升配送

能力，一方面在内部调整，把一些单量较少站

点的配送人员安排到配送压力比较大的站点

支援，另一方面则加大了人员招聘，还从外地

调度一线人员支援上海。同时也延长了营业

时间，加班加点为市民配送。

不仅是线上渠道在提升供应能力，越来

越多的小菜场也恢复了线下营业，让市民能

在家门口完成采购。日前，长宁区的美天新

渔、美天玉屏和新遵义菜市场重新开门迎客，

蔬菜、水果、肉制品、豆制品、半成品等主副

食品一应俱全。美天平价菜专柜则带来基

地直供的蔬菜，以低于市场30%的价格销

售。土豆1.5元/斤，杭白菜1.8元/斤、上海青

3元/斤……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

“这两天温度特别高，郊区绿叶菜产能下

降，价格提高，客菜的运输成本也在提升，所

以市场上的蔬菜价格有所上涨。但我们通过

自有基地的种植，自有供应链的采购，能够保

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上海美天副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顾志君告诉记者。

南北客菜源源不断
蔬菜供应量与去年相当

为了在传统“夏淡”时间确保蔬菜供应充

足，光明食品集团下属上海蔬菜集团发挥好

城市保供主力军、主渠道作用，旗下西郊国

际、江桥、三林等批发市场已加强与外省市蔬

菜外延基地的对接联系，调度产地货源有节

奏地进入上海市场，目前蔬菜日均成交量已

恢复至6000吨左右，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尽管申城遭遇连续高温，但我们不缺

菜。”西郊国际江桥市场副总经理兼江桥蔬

菜部经理王文明告诉记者，不管是蔬菜批发

的数量、品种还是价格，这段时间都很平稳，

与去年同期持平。“7月13日，土豆的批发价

是1.15元/斤，莴笋1.2元/斤，卷心菜、大白菜

和冬瓜都是0.55元/斤。上海人喜欢吃的绿

叶菜里，23斤一筐的宁夏青菜卖到110元到

150元之间，折合每斤批发价4.78元到6.52元

之间，也和去年同期差不多。”

记者了解到，自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全

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来，西郊国际、江桥等

批发市场采取现场无接触提货交易模式，逐

步恢复正常运营秩序。目前江桥批发市场日

均成交量恢复至4000吨以上，西郊国际也在

今年扩充经营品种范围，增加蔬菜交易，日均

成交量已经达到了1800吨。两者相加达

6000吨左右。

“目前北方菜是主力。北线上，每天有

1000吨的兰州高原菜进入上海市场，内蒙古

的呼和浩特、赤峰等，宁夏的银川、固原等，还

有山东的临沂、潍坊等都是主产区。南线则

有云南、广西等地的蔬菜入沪，比方说云南的

‘四大金刚’，即上海青、生菜、油麦菜、杭白

菜，就供应很充足，也很受上海市民的喜爱。”

王文明告诉记者，目前客菜入沪的通路已基

本恢复正常。

上海蔬菜集团表示，今年“夏淡”期间（6

月至9月），计划安排90万吨主副食品，力求

结构合理、品种多样。同时要进一步夯实货

源基础，确保当日交易结束后市场内有2000

吨以上的蔬菜保有量。

本报记者 张钰芸

连日高温考验申城“菜篮子”供应

源头市场有菜，正调拨更多运力

今年“六月黄”已大量上市
“吃起来甜滋滋的，没了苦味”
养殖户：极端高温或有助于养出高品质河蟹
江南夏季的餐桌上，怎少得了咸鲜开胃

的蟹炒毛豆，抑或是一盘冰镇过的熟醉“六月

黄”。有道是“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目前，

“六月黄”在申城已大量上市。记者昨日跟随

上海市河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上海海

洋大学教授王成辉走访了位于松江区的多家

水产养殖合作社。据了解，今年“六月黄”口

感较往年有所提升，“吃起来甜滋滋的，没了

苦味”，销售情况也比去年要好。

在位于小昆山镇的上海金泖水产专业合

作社，基地负责人顾永芳从蟹塘里抄起一兜

“六月黄”。和秋季张牙舞爪的大闸蟹相比，

“六月黄”个头小了些，蟹脚偏软，蟹毛稀疏，

但一样活力十足。或许也难耐上海这几天的

极端高温，“六月黄”迫不及待翻出网兜跳回

水里。

所谓“六月黄”，即指“童子蟹”，是刚刚经

历过第三次蜕壳——也是进入成熟期前最后

一次蜕壳的河蟹，可以说是河蟹界的“小鲜

肉”。“‘六月黄’蟹身普遍不大，雄蟹一般能长

到二两左右。‘六月黄’的膏黄为流脂型，口感

细腻，哪怕上了年纪的老人，牙齿也咬得动。”

王成辉从桶里挑出一只蟹，翻开肚脐盖，透过

透明处已能看到膏。

据了解，“六月黄”的形成，主要是大闸蟹

的性腺早发育造成个体生长缓慢甚至不长，

继续饲养已没有价值，故需提早上市。“在上

海，多数养殖户会将‘六月黄’与大闸蟹混

养。这样的好处是，在河蟹体格较小时充分

利用蟹塘空间；待‘六月黄’上市后，大闸蟹的

‘居住’条件一下子就能变得宽敞，更利于提

升最后两次蜕壳的翻倍率。”王成辉表示。对

于养殖户来说，饲养“六月黄”可以增加收入；

对于老饕们而言，食蟹季不用等到“秋风起”

时，可以在漫长等待的中途先打个牙祭。

记者了解到，松江地产“六月黄”的市场

价格普遍为100克规格20元，125克规格30

元，150克规格40元。受疫情影响，今年销售

主要以塘口直销、线下实体店等途径，也有少

量“六月黄”通过“邻里团”爬上百姓餐桌。

今天夏季上海气温那么高，会对秋冬季

上市的大闸蟹产生什么影响？多位养殖户告

诉记者，他们认为，相比“一般热”，极端高温

会影响产量，但或许有助于养出品质好的河

蟹。“从养殖户多年经验来看，热得猛往往冷

得快，而降温促进河蟹品质是有科学依据

的。”王成辉解释。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