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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4 月 11 日
电(记者周蕊)做好 2500 万
市民生活物资保障工作，是
上海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

基础和关键。近日，一些市民反映“买菜难”引发广泛关注。新华
社“新华视点”记者展开了调查。

供应源头

　　深夜，距离上海数百公里的浙江台州和杭州余杭，叮咚买菜
的两个城市分选中心内灯火通明，这里工作人员正马不停蹄地
作业，为上海的封控社区紧急准备保供物资包，土豆、番茄、胡萝
卜、玉米、苹果、谷粮蛋等各类食材即将发往上海。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保供企业反映，由于各地防疫政策影
响，外地的卡车和菜贩没法向上海及时供应蔬菜，一些蔬菜直供
基地无法运输，给上海保供应的“源头”带来压力。
　　“当前，上海抗疫攻坚战到了最紧要的时刻。”上海市副市
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表示，在
各保供机构共同努力下，目前上海市米面粮油肉的储存储备比
较充足。同时，上海也已经锁定备足市外蔬菜、猪肉等货源，随时
可以调运到上海。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顾军说，上海密切关注主产区生产情况，
加强与山东、云南、浙江、安徽、四川等蔬菜、猪肉主产区的联系，
锁定当地货源。“国家部委已经建立了部级协调机制，畅通跨省运
输，我们继续推进跨省物流无接触过货机制，目前已有江苏昆山、
浙江平湖和市内的西郊国际三个生活物资中转站投入运行。”
　　更多的市场主体还在陆续加入。“京东将为上海提供超过
1600 万件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文博介绍，
通过紧急全国调拨，目前首批重点保供物资以“专人专车”“全程
闭环通行”的方式运抵上海，其中包括超 8 万件母婴物资和超
10 万件药品及防疫物资。

App 抢菜

　　受疫情冲击，上海一些电商平台的配送运力出现缺口。为了
抢菜，有市民一天定三五个闹铃。
　　家住长宁区的何慧晒出了街道免费发放的“大礼包”。她说，
这段时间居家办公以来，每天半夜和早上都会定闹铃抢菜。“我
们街道已经是第二次发菜了，不过随着封控时间变长，抢菜、囤
菜的焦虑感不减。”
　　陈通坦言，因为疫情防控，在很多商超、菜场还无法正常营
业的背景下，电商平台末端配送能力也明显下降，导致“最后一
公里”“最后一百米”矛盾突出。
　　“市民反映较多的抢菜难、送不到，主要还是末端配送承受着较
大的压力。”顾军说，有些小区已经封控一个月了，居民生活物资需求
从主副食品拓展到了日用品、防疫物资、基本药品。
　　现在，缓解 App“买菜难”的“帮手”已经在路上。记者了解
到，饿了么、盒马、美团等多家保供企业，从北京、武汉、广州、安

徽等多地抽调集结数千名工作人员前来上海支援。
　　“我想为上海出一份力。”9 日，从浙江黄岩的大润发前来
上海支援的岑锋刚下火车，就来到大润发中原店，投入到保供
工作中。根据企业的计划，这座门店现在“变身”成了生鲜仓，
不少从外地过来的货物都将从这里转运到其他门店内。
　　永辉超市也表示，永辉将抽调福建、安徽等地保供人员驰
援上海抗疫保供。过去一周，永辉已有 50 名骨干到了上海，
预计未来一周将再抽调 600 人援沪。
　　王文博介绍，在上海地区，京东陆续调配了 2000 多名包
括快递小哥在内的一线抗疫保供人员，为运营保障和物资派
送提供服务，“后续还有望投入更多人力。”

团购发力

　　想提升保供效率，需要有更有效的配送方式。在新一轮封
控期间，集采集配、团餐团购等方式正在成为保障居民家中

“菜篮子”的有生力量。
　　“当前，生活物资保供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送到每家
每户。”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介绍，上海正在与超市卖
场、电商平台等对接，将生活物资通过集配集送等方式送到
社区群众手中，用有限的运力覆盖尽可能多消费者的基本物
资需求。
　　上海不少商超企业已经开始行动起来。4 月 3 日开始，家
乐福推出社区小程序集单和微信社群集单两种方式。家乐福金
桥店店长熊雪兵说，这一模式不仅便于企业组织货源，还能最
大程度利用运力。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点对点”的传统点单配送模式，集采
集配可以“一口气”满足整个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配送
效率更高，也更加适合上海目前缺少骑手的现状。
　　不过，这一模式同样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比如，一些“迷

你小区”、酒店式公寓等无法满足集采集配的最低起订量，需
要安排托底企业“对口”满足居民需求。

“最后一百米”

　　封控情况下，从小区门口到居民家中的物资配送“最后一
百米”成为难点。目前在上海封控小区内，居民“足不出户”，往
往需要志愿者提供服务。
　　家住闵行区的李晓俊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里少
有的年轻人。封控启动后，李晓俊主动申请成为志愿者，参与
组织核酸采样、分发物资的工作。同时，还用线下征集订单的
方式让不会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也能买上菜。“通过志愿者轮
班加上社工，能解决社区一小半的买菜需求。”他说。
　　“已经几天没合眼了。”圆通速递上海福泉网点负责人蔡
小兵的声音有点沙哑。从 4 月 4 日开始，他就带领网点快递
小哥投入到附近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中，不到一周时间，他们
的服务范围就从附近小区延伸至附近 10 公里的居民。
　　与此同时，美团、京东等平台都紧急调配了不少“无人
车”，缓解当下上海社区“最后一百米”的配送难问题。
　　美团买菜康桥路站站长杜海涛介绍，可载重超 150 公斤
的新一代自动配送车会自主行驶至社区内用户单元楼下，由
驻守在楼下的志愿者从车内取出。“每完成一次配送后，我们
都会及时对车内外进行全面消毒，减少隐患。这一模式比原本
人力配送大约可以节省一半的配送时间。”

特殊群体

　　“一个也不能少。”打好保供应之战，上海不仅需要高效化
解共性问题堵点，也要尽全力保障老人、慢性病患者、婴儿、残
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生活物资需求。
　　家住闵行区世博家园的段女士说，父亲术后需要服用提
高免疫力的药物，但疫情期间很多医院和药房都暂停了服务。

“后来找到上药云健康的益药药房，确认可以送处方药上门，
一下子心定了很多。”她说。
　　饿了么资深副总裁肖水贤介绍，针对居民攀升的买药需
求，饿了么对接 1000 多家药房，3 月 28 日新一轮封控以来，
已送出药品订单近 100 万单。
　　陈通说，上海建立应急特需保供机制，深入摸排属地老人、
婴儿、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做到底数清晰；在电商网络企业平台
搭建应急特需专用通道，保障特殊人群生活物资需求。
　　“其中，婴儿奶粉等已经被列为重点保供事项，对这类产
品的调拨、运输、配送等予以重点保障，各大电商平台和商超
将优先接单和配送。”陈通说。
　　 4 月 6 日，永辉生活 App 上线了“疫情特需”功能，上线
首日即收到近 400 个特殊订单，目前订单呈快速增长趋势。
达达快送上海地区相关负责人苏咸羊介绍，目前达达快送为
社区奶粉配送项目安排了 30 辆配送车辆，预计每天能把奶
粉配送到 500 个家庭。

“买菜难”如何缓解？五方面看上海抗疫“保供”
　　（上接 1 版）在程敦儒等人带动下，截至
2021 年西畴县发展蔬菜种植 7.6 万亩、中药材
种植 7.5 万亩、果树种植 4.1 万亩，养殖乌骨鸡
超 100 万羽，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支撑。
　　“我大半生都在种药材，曾经 3 年不下山。
只要把药材种好，把青山保护好，青山定不负
人。”程敦儒说。

打通脱贫致富的“最后一公里”

　　一条蜿蜒曲折的水泥路挂在山崖间、冲出
乱石堆，还劈开一块十几米高的巨石，在岩壁上
留下刷着红漆的两个大字———“实干”。
　　这就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今年 65
岁的党员李华明的“成名路”。以前，由于从邻村
的岔路到西洒镇岩头村的最后一公里路受阻于
巨石和陡坡，出行难曾是全村人最头疼的事。
　　“当年我们卖猪，抬猪的工钱是猪价的一
半；孩子们到村外上学，来回要走两个小时的乱
石小道；因为路险人穷，村里的小伙子结婚成了
大难题……”提起穷困往事，李华明一言难尽。
　　不只是岩头村，西畴地处我国石漠化核心
区，怪石嶙峋、壁立千仞、群山合围，修路何其
难！但也是在西畴，蜿蜒曲折的山间水泥路可以
通往任何村寨，犹如刻在山野间的壮美诗行。
　　统计显示，虽为山区县，目前西畴农村公路
约 3000 公里，公路密度是云南省平均公路密
度的 3 倍，行政村路面硬化率、通客车率、通邮
率以及村民小组通公路率均为 100%。
　　为何这个极度石漠化地区有丰富的路网？
答案在一个“不等式”里：政府在农村投入十来
万元，群众跟着投工投劳、捐款凑钱，能干出几
十万元的事来。
　　“这个‘不等式’的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加上
群众的主体作用。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西
畴县治山、绿化、修路、兴业等领域先后涌现出
400 多位各类先进典型。”西畴县委副书记杨
韬说。
　　一直以来，西畴人牢牢坚持“加强党的领
导”这条法宝，创造出诸多奇迹。党的十八大以
来，这个山旮旯里诞生了“六子登科”治石漠、

“四轮驱动”建公路、“5 分钱”自治工程等创新
举措，很多在全省、全国推广。
　　在岩头村，李华明带领 15 户人家苦干 10
余年，硬生生在悬崖上打通脱贫致富“最后一公
里”。路通后，村里人不再抬猪下山，而是引进企
业养猪，村民入股分红。当下，李华明依然守在
村里，正忙着带领群众搞生猪代养、筹办农家
乐、开展村容村貌建设，迈入乡村振兴新征程。
　　同在石头缝里的鸡街乡肖家塘村，年轻党
员侯寿高带领 3 户人家从日出到日落，从严冬
到盛夏，用 6 年时间在“猴爬岩”上刨出 5 公里
进村路。
　　这是走出大山的路，也是回到故乡的路。如
今，侯寿高凭自己的本事，到文山城里开了一家
餐馆，日子越来越有起色。“我们把心里的石头
搬走，才会把日子过得更好。”他说。

艰苦奋斗精神薪火相传

　　站在山顶的“逐梦亭”望去，石山已变成“绿
海”，连片的猕猴桃树枝叶繁茂，一条条石埂如
同涟漪向山脚散去。
　　从嶙峋乱石到层层台地，西畴县兴街镇三光
片区是我国石漠化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还成为
国家石漠公园，以“农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
　　“逐梦亭”下，有 6 亩上海市虹口区援建的
温室大棚，无土栽培的草莓娇嫩红艳，这是坚毅
刚强的西畴“草莓妈妈”张贵相的新基地。
　　早年间，女儿脑瘫、自己遭遇车祸导致下半
身瘫痪，张贵相经历了太多艰难。在当地党委政
府帮助下，她和丈夫走出困顿，逐渐成为种草莓
的行家里手，还带动数十户群众增收。
　　“下肢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我就跪在地
里种草莓。我宁愿跪着干活，也不愿躺着受穷。”
回想起创业经历，张贵相越发坚定。
　　生于山，立于山，西畴人有一种不服输不认
命的倔强。
　　近年来，在刘超仁、谢成芬、程敦儒、李华明
等先进典型的感召下，越来越多年轻人扎根地
僻人稀的山乡，克服困难创业谋发展。
　　好不容易走出大山，却放弃外企可观的收
入回到家乡蚌谷乡龙正村办起豆腐加工厂……

“80 后”刘禹丹的创业故事多少令人诧异。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把家乡特产带出大山
的梦想。只要想干事、敢干事，青春也能在大山
深处绽放。”刘禹丹说。
　　随着上海援建资金的注入，占地 1700 平
方米的工厂已经投产运行，刘禹丹带领工人制
作白豆腐、豆腐干、腐竹，和团队研究如何开拓
市场。
　　杀青、揉捻……“90 后”创业者杜岑制茶动
作熟练。他年岁不大，却已在西畴古茶林里深耕
10 余年。
　　西畴县法斗乡有 3 万余株古茶树，但长在
深山人未识，加之加工粗放，价格一直上不去。
近年来，杜岑邀请专家教茶农采茶制茶，打造品
牌 统 一 销 售 ，带 动 每 户 茶 农 每 年 平 均 增 收
5000 元。
　　“李华明、程敦儒的事迹感动着我。我也要
为家乡发展出份力，带领群众走好增收致富
路。”杜岑说。
　　在西畴这个北回归线上的喀斯特绿洲，在
刘超仁等人示范带动下，各族群众战石山、兴产
业，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有效巩固拓展，2021 年
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3447
元，比 2020 年增长 7.9% 。展望未来，人们苦
干、巧干、创新干，石漠上的乡村振兴之花将越
开越艳。    新华社昆明 4月 11 日电

　　 4 月初，番茄成熟的季节。
　　 9 日清晨 5 时许，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
庄镇北港村 58 岁村民孙夏飞，穿行在静谧的
田埂，开始忙碌地采摘。“我家 5 亩地，每天能
采 1000 多个番茄，全村 100 多户，还有附近好
多村，大家种的番茄都会送到上海。”
　　姚庄的番茄、罗星的香瓜、干窑的青菜……
新鲜采摘下来的瓜果蔬菜，由种植户们陆续送
达各村指定的农产品集散仓。“中午 12 时前后，
仓库开始启动统一收购程序，陆续完成称重、分
拣、打包、消杀、外送等流程。”北港村农产品经
纪人陈平说，当天下午 3 时左右，定点直运上海
相应区县的物资车辆就会从村里准时发出。
　　支援上海战“疫”，浙江十分用心。为确保
上海市民能尽快吃上新鲜的瓜果蔬菜，嘉兴自
3 月中旬以来，持续向上海提供生活物资直送
服务，涉及瓜果蔬菜近 10 个品类。
　　除直送上海外，还有一部分孙夏飞种植的
番茄，会作为集中采购“蔬菜包”中的一个品
类，进入全盘统筹的援沪农产品供应序列。
　　为进一步提升跨省域保供时效，减少物流
运输中的风险，浙江各地的农产品供应链企业
持续发力。“如果各类瓜果蔬菜入沪后再进行
不同品类的搭配、分装，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容
易导致群众下单到收货的时间间隔过长。所以
我们现在尽可能把耗时耗力的环节，放在供应
链前端完成。”嘉兴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说。
　　 9 日晚 9 时，嘉善县小白龙果蔬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王华荣接到了上海的物资需求订单。“我
们抓紧对接了周边几家农村合作社和收购点的
农产品经纪人，一个晚上调配来了差不多七八吨
蔬菜。”王华荣说。
　　 10 日凌晨 3 时许，调配而来的蔬菜装箱
入柜，统一运往顺丰速运嘉兴仓。机器和人紧
密配合，土豆、萝卜、番茄、黄瓜……分批有序
进入传送带，身着防护服的分拣员熟练地进行
搭配封装，外包装消杀，一份份蔬菜物资包就
这样制作完成。
　　随后，满载这些物资包的货运卡车迅速驶

往入沪前的最后一站——— 浙江省援沪防疫生活物资平湖中转站。只
见货车驶入后，马上有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上前进行登记、消杀；
随后司机将货车驶入“满载区”，卸下货箱；紧接着，接收方的货车司
机将满载物资的货箱接走，运往上海市区。
　　“目前，全国各地的许多援沪物资，都会通过平湖中转站进入上海。
我们通过全程闭环管理，用 1 小时左右的时间，完成‘无接触’的运输转
换衔接。”平湖中转站负责人王杰说，除了平湖中转站外，位于浙江杭
州、宁波、嘉善的另外 3 处中转接驳站也已基本建成，随时可启动使用。
　　 10 日一早，一辆满载着物资包的卡车从平湖中转站到达上
海嘉定区。
　　得知自己前一天采的番茄，已跟随物资“大部队”顺利抵达上海，
孙夏飞松了一口气。“希望上海的疫情早日结束，上海的朋友们能再来
我们这里喝茶、赏花！” (记者俞菀、唐弢)新华社杭州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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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太原 4 月 11 日电（记者孙亮全）山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 11 日对外公布，为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犯
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社会安定
有序，日前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审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犯罪案件的通知》，对 17 类涉疫情防控犯罪依法予以
严惩。
　　通知强调，山西全省法院要立足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准
确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及时严惩妨害疫
情防控的各类犯罪行为。对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
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治疗，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利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制造、传播
谣言，伪造、编造或出示不真实的核酸检测报告、健康码、行
程卡，明知自己属于密切接触者而不向有关部门如实报告、

故意隐瞒行程、故意绕行规避检查、不执行居家观察或集中
隔离，暴力伤害医务人员，贪污、侵占或者挪用用于预防、控
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款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等 17 类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予以
严惩。
　　通知要求，全省法院对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案件要从
快从严审理。在刑罚裁量时，要综合案件的事实、情节及危
害后果，依法体现从严原则，并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的要求；要严格缓免刑的适用条件，加大对违法所得的追缴
和罚金、没收财产刑罚的适用力度。要合理调配审判资源，
组织精干力量，在依法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基础上，在有效
防控案件审理过程中疫情传播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办案进
程，快审快结，非因特殊情况不得延长审理期限。

山西法院严惩 17 类涉疫情防控犯罪

  ▲ 4 月 9 日，装有蔬菜的车队从襄阳出发前往上海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杨东摄）

杭州：转运隔离工作有序开展

  ▲ 4 月 1 1 日，工作人员为抵达的隔离人员消毒行李。连日来，浙
江省杭州市为助力上海疫情防控工作准备的各隔离场所陆续开展相应
的转运隔离工作。这些隔离场所坚持管控与服务相结合，重点做好隔离
人员的生活保障、医疗服务、心理健康辅导和个性化服务等工作，强化
隔离场所的人文关怀。          新华社记者江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