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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

4 月 5 日原定的解封日到来，浦东封控超过一周，很多人家中

物资逐渐告急。浦西人民虽然比浦东人民多了 4 天采购的时间，

但很多人也就是按照三四天的量来备货的，家里的存货也到了

捉襟见肘的程度。

“你抢到菜了吗？”成为上海这座 2500 万人口的城市，过

去两个多月来的日常问候语。

商超关门、物流不畅、物资有限，海量用户涌入各大生鲜

App，每天上好闹钟，从凌晨大战至深夜，需要抢的不仅仅是菜，

还有运力。

0:00、6:00、8:00、8:30、9:00、12 点……这些时间点是各

大平台开放购物的时间，也是无数家庭紧密关注的焦点时刻。

哪怕稍晚几十秒，要么想买的菜被抢光，要么因为运力不足，

购物车里的货品一样无法结算。哪怕手抖成帕金森患者，也可

能换来的只是颗粒无收。大家处于极度焦虑之中，一部分人甚

至用上筋膜枪这样的“兵器”来增加抢菜的成功率。 

因为运力有限，电商在短期内发不了对散户的单件，以小

区为单位，群接龙、快团团等为核心的自发性社区团购迅速崛起。

“封控造成的物流体系瘫痪，让原先正常的商业体系动弹不得，

最终引爆了团购需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赵浩说。

社区团购看似简单，却有一条复杂琐碎的链条。

一个“团长”需要对接、确定供应商，沟通价格，发起微

信区内团购，保证成团后还要时刻关注物流状况，熬夜等运货

的卡车送货上门，商家发货送到小区指定位置后，“团长”还

要验货、分拣，安排合理的分发方案，解决配送到户的问题。

除了要结算所有款项，中间还要处理意想不到的售后事宜，比

如商品漏发、货不对板，质量有问题等等。

所以，没有强大的意志力和执行力，“团长”并不是那么

容易当的。也正因为此，那些靠谱、细心、以能力赢得尊重的

上海团长们被称为小区里“最可爱的人”。而不当团长只抱大

腿的居民们就如勤劳的小蜜蜂，见群就加，见团就上，进群就

是一个三连问：“团什么，哪里接龙，怎么付钱”？

即便是大明星也会在微博诉苦说，花了大价钱才买到合心

的菜；即便是上市公司女企业家，也得抱紧团长的大腿，来为

家人买面包。团长带着小区居民团购续命，天天上演“我的团

长我的团”。

疫情期间，平平无奇的豆腐一度成为稀缺品，而能够团到

豆腐的团长被称为“顶流”。身处疫情中心——闵行梅陇的小

花菜就这么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一名“豆腐团长”。

用小花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能照顾到老人孩子，差

点把自己逼疯了；为了公平，差点把自己整蒙了。

她所在社区有 1800 多户，4000 多人。她首先去居委备案。

当居委会书记了解情况后，知道豆制品是小区稀缺，叮嘱分批、

不聚集，审核通过。然后，她两次找到不同的豆制品厂，申请

了 300 份，对方告诉她很困难，因为是保供企业，产能、运能

完全跟不上，只给了她 150 份。

当第一批 150 份豆制品链接抛出，几秒钟抢光。她软磨硬

泡又找厂家要到了 150 份，这次实行了老人优先预定，首先为

老人留下了 20 份。

还有一天货物就要到了，小花菜急了，谁来派送？

她在群里发出邀请，从开始的没人举手，到最后陆陆续续

上海市民向封闭的街道市场内居民递送物资。 2022年 5月 4日，上海居民团购到了鸡肉，非常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