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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上海市黄浦区，在被划分为防范区的豫园街道，一家

营业的药店柜台上摆满了等待配送的药。

4 月 11 日，上海市松江区，一家超市门前的外卖交接点。

这个春天，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魔

都”上海遇到了一些难题。对于一座现代

化大都市来说，面对商店药店关门、居民

足不出户、市内交通管制的境况，还要解

决 2500 万人吃饭和看病的问题，无疑是

困难的。保供，成了一件大事。

一位生活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市民说，

她每天定了3个不同平台的抢菜闹钟：夜里

12点抢山姆或者美菜、早上 6点抢美团、8
点抢盒马。尽管如此，她总是“没抢到”。人

们相互之间的日常问候是，“今天，你抢到

菜了吗？”习惯了在网上购物的年轻人，被

在线抢菜折腾得精疲力尽，而那些还没学

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只能等待援助。

4 月 1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

商 务 委 副 主 任 刘 敏 表 示 ， 一 段 时 间 以

来，上海线上购物难的问题突出，主要

是因为很多外卖骑手被封控在小区里，

一些物流大仓因防疫要求而暂时关闭，

这些都让电商的保供能力不能很好地得

到释放。另外，因某些地方疫情升级，

部分地区陆路运输物流不畅，一些生活、

生产物资被堵在路上，也影响了上海的

保供工作。

为了把物资送到百姓手里，一家保

供企业从武汉、广州、深圳、北京、昆明等

地调派了 160 名经验丰富、配备专业的

员工支持仓库的运行。在这家保供企业

的仓库里，记者看到有货车送来蔬菜，打

包员将蔬菜消毒处理后打包成箱，转运

到配送员手中。有不少临时改行而来的人

加入配送队伍，他们有人曾是网约车司机，

有人开着一家摄影工作室，有人刚从内蒙

古来上海找工作，却恰巧碰到疫情。

原本被困在小区的骑手也走出来，解

决保供“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尽管被小区

告知外出后无法再回去，他们还是选择走

上街头，为市民配送生活、医疗物资。无法

解决住宿问题的骑手，夜里只好露宿街头。

如今在上海空荡荡的街道上，他们是最忙

碌的人，代买水果、蔬菜、肉、药品，代取宠

物用药，再及时配送。街头的电动车上，时

常挂满各种生活物资包。

在外界的保供力量无法抵达的地方，

居民在积极自救。

社区团购成为民间自救的一种重要方

式，“团长（自发承担团购任务的居民——
编者注）”成了保供的中流砥柱。在上海的

不少社区，出现了“鸡蛋团”“蔬菜团”“水果

团”“牛奶团”。在闵行区的一家酒店，中外

住客轮流当“团长”，帮大家团购不同的物

资。“团长”们自寻供货渠道和配送骑手，在

人们网上抢菜失败时，他们总能想方设法

拿到货物。

在普陀区曹家巷小区的互助群里，几

乎从现代日常生活中消失的“以物易物”，再

次成为一种常态。有人拿出咖啡和酒，换回

蔬菜、鸡蛋。在小区楼道里，人们时常能看见

某户门口摆着用各色袋子装着的货物。一名

饿了多天的居民在群里求助后，楼栋其他居

民和志愿者自发为其送去了食物。

夜里，一些街边的小店会悄悄半开着

卷帘门，附近的市民趁下楼做核酸检测的

时间，到临时开门的杂货店补充生活物资。

骑手们得知一家水果店有货的消息后，纷

纷赶到店门前等单，为顾客抢购水果。另一

些店铺则选择关门营业，市民线上下单付

款后，再由骑手到门店来取货。

一些人甚至开始网购蔬菜种子，在阳

台上种菜，或者在小区挖野菜吃。一名常年

在上海当司机的安徽人成为社区志愿者，

每天，除了送安徽援沪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往返核酸采样点外，他还会将多余的盒饭

送给被困在出租屋里、又买不到生活物资

的老乡。街头的流浪者偶尔也能吃到他们

多余的盒饭。

与此同时，上海也正努力恢复运力，推

动电商平台大仓、前置仓等商业节点网点

应开尽开。4 月 16 日，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透露，上海电商平台非涉疫

大仓已恢复营业 42 个，非涉疫前置仓恢复

营 业 779 个 ，外 卖 骑 手 在 岗 人 数 1.8 万 多

人，每天的配送单量 180 万单左右。

4 月 20 日，有媒体从上海市商务委获

悉，“上海市蔬菜保供批发业务中转站”在江

桥批发市场建立，鼓励支持全国各地蔬菜批

发经营企业及经营户积极组织货源，通过江

桥中转站转运至江桥批发市场交易，持续供

应上海市场。这场保供的持久战，在官方和

民间各种力量的投入下，正逐渐走出困境。

只为送到你手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强 摄影报道

4 月 10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某保供企业仓库内，一名

配送员将打包好的生活物资拖到门外，准备装车。这些配送

员不少是临时改行，他们原本来自各行各业。该保供企业从

武汉、广州、深圳、北京、昆明等地调派了 160 名经验丰富、

配备专业的员工支持仓库的运行。

4 月 9 日晚，上海市黄浦区，一家半开着门营业的水果店前有许多等待取货的骑手。一名市民路过时，好奇地低头往里张望。

4 月 19 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名骑手行驶在外滩附近的街道，不远处是已经暂停营业

的东方明珠电视塔。
4 月 14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名上小学四年级的社区志愿者正在指挥一辆无人配送车停车取药。

在这个社区，有 4 辆无人配送车解决居民生活物资保供最后 100 米的问题。

4 月 14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名老人用自行车驮着购买的馒头等生活物资走在封闭管理的小区里。

4 月 12 日，上海市黄浦区，两名外卖骑手在街边休息，他们分别来自内蒙古包头（左）、新疆喀什

（右）。疫情初期，他们被封控在家，4 月 7 日从租住的小区外出送外卖，为市民配送生活、医疗物资。由于

外出后小区不再允许进入，他们只好暂住街头。

4 月 14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名负责社区团购的“团长”正在查看当日的团购清单，她的面前摆着

到货的豆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