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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周粮，打整月仗？

老陈记得 3 月 31 日晚上，自己是轻松的。尽管当时自己所

在小区已经经历了半个多月的封控，家里物资也开始缺乏，但

当时他看到电视新闻里讲，“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浦东浦南封控，

4 月 1 日至 5 日浦西封控”，自己就得出一个结论——到 4 月 6

日以后，自己小区就该解封了。“当时虽然在网上平台也抢不

到菜，可我觉得大不了方便面、酱油麻油泡饭凑合吃着，几天

时间很快能过去，我当时的感觉是看到了希望。”老陈说。

对于家住虹口区的徐嘉励来说，一段困苦的日子才刚刚开

始。“我是从 3 月 28 日开始抢不到菜的。”徐嘉励说，“叮咚

买菜、美团买菜、盒马、每日优鲜这些平台都抢不到，我的朋友、

上学时的导师给我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买菜链接，经过三天的努

力，才在吉管家买到了 168 元 5.5 公斤的随机蔬菜。贵是贵点，

好歹暂时不用担心了。” 

家住宝山区的陈静的感觉与徐嘉励略有不同。3 月下旬，

她还能从几个买菜软件上下单。可到了 3 月底 4 月初，她感到

买菜越来越困难。比如美团买菜的定时，一开始每晚 12 点抢单，

突然有一天开始改到早晨 6 点抢单。前一晚上抢得天昏地暗精

疲力尽最终吃到“空心汤团”的陈静，不得不将手机定时，自

己则选择大脑“关机”上床休息，哪知道在床上翻了一夜大饼，

一阵阵心焦，到了早上 6 点还没彻底“关机”处于“待机”状

态的她打开美团买菜 App，那是死命去点啊，手机屏都快戳穿了，

最终却如猴子捞月，啥都没买到。“眼看着一件件点到的菜被

抢光，被抢光，那个绝望的感觉啊，甭提了。”

“17.9 元，买了 8 斤地蛋。号称小区团购满单以后，山

东那里直接从地里开挖。价格简直击穿底线。”5 月

27 日下午，当陈生平团购的土豆到货后，他在群里如此说道，甚

至都学会了山东人对土豆的一种称呼——地蛋。群，不是微信群，

而是拼多多上的“12 团现挖新鲜”拼小鲜群。

“我感觉封控以后，日子是从 4 月底开始好起来的。3 月

14 日我们小区封控，到 3 月底上海‘鸳鸯锅’划江而封，再到

4 月初全域封控，对我来说，那段时间，最最麻烦的就是家里

一度没吃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堪回首的日子！”

陈生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家里开始吃泡面过了一

天以后，自己所在小区终于在 4 月 4 日获得了第一批援助物资。

尽管此后他先后获得了十几批援助物资，可 4 月 4 日第一次接

受援助，仍令他难忘。“当时，镇里给我们小区每户发了两个

苹果、一块净重 268 克的五花淡咸肉、两包各净重 200 克的酱

鸭腿和一些蔬菜。蔬菜包括四个土豆和一些胡萝卜、卷心菜。”

当晚，老陈用土豆、胡萝卜、卷心菜烧了一碗汤，家里人

还夸他的手艺不错。可此后大半个月，无论是镇里发的物资，

还是当时他能够买到的菜，皆以土豆、胡萝卜等块茎类蔬菜为

主，直到吃厌了还在发。朋友圈中，绿叶菜成了一些人炫耀的

“贵重物资”。当采购渠道略微有放宽以后，老陈自然不会去

买土豆这种货色，只想着买蚕豆、鸡毛菜、蕹菜、米苋这些时蔬。

连老陈自己都没想到，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 5 月下旬，因为

团购到两斤牛肉，他又想起来去买土豆来烧牛肉……

此土豆非彼土豆，此一时非彼一时。

生活在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的老陈这两个多月的经历，是生

活在上海的 2500 万常住人口、上千万流动人口的一个缩影。疫

情封控之下的上海，一些地方一度物资紧缺。而另一方面，无

论是上海，还是环沪周边，甚至远到山东、安徽等地，都有农

人欲哭无泪。本是丰年，本该卖个好价的蔬果，眼看着要烂在

地里，采也不是，不采也不是……

粮油菜吞吐，因何阻隔，因何畅达？

左上图：2022年 5月 4日，在杨浦区某封控小区，社区志愿者骑着三轮车，将

一袋袋分拣好的新鲜蔬菜及面包、肉肠等暖心礼包挨家挨户送上居民家门。为了

保障封控区居民的生活物资需求，相关部门尽量做到生活物资、保供食品等当天

运到就及时发放给每户居民。

左下图：2022年 4月 2日，嘉定区税务局值守干部支援菊园百果园，开展果蔬

卸货分拣工作。图片提供 / 嘉定税务局 IP SHANGHAI

封控前市民抢空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