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如何保障群众生活物资，成为重庆打好打赢疫情歼灭战的必答题。11月23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
办公室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生活物资保供工作。

通知下发后，执行情况如何？物资供应是否充足？末端配送是否及时？相关人员配备是否有保障？这一系列市民关心的问
题，是当前我们应当特别关注、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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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光红 杨骏 王天翊 申晓佳

蔬菜、水果、肉类、粮食……这些生活
物资能不能保障供应，关系重大。为此，我
市日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物资
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专门
提出，做好封控单元外供应稳定。

那么生活物资供应是否充足，封控小
区的居民能不能顺利采购到生活物资？线
上线下售卖的生活物资，是否能够顺利配
送到封控小区大门外？带着这些问题，重
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布 点
重点企业设立保供点，封控小

区居民隔着大门能买菜

“妹儿，我买1个莲白、3个圆萝卜、5
个番茄、2根山药、1袋米、1块猪肉。”11月
28日上午10点，九龙坡区九龙街道朵力
名都小区东门外，居民张女士隔着小区大
门，向新世纪超市建设村店一名员工“喊
话”。

选菜、计价、装袋，这名员工动作麻利，
很快在小区外临时开设的“生活物资保供
点”将张女士需要的东西准备好，隔着大门
递给了她。张女士扫码付款，连声道谢。

“在小区封控期间，买菜还是比较方
便。”张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生活物资保供
点”距离小区大门不到3米，堆放了米、面、
油、蔬菜、水果、猪肉、鸡肉、鸭肉、调料、馒
头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物资。不时有小区居
民来到小区大门处，隔着门买菜。

记者了解到，朵力名都小区约有2550
户居民，居住人口达1万人左右。前段时
间，该小区被封控，上万居民面临着如何买
菜的难题。获知该情况后，新世纪超市建
设村店店长罗小琴主动与九龙街道协商，
利用该店与朵力名都小区仅一街之隔的便
利，于11月9日在该小区东大门外设置了
保供点。

“保供点设立以来，我们竭力为朵力名
都小区居民提供各类生活物资，每天有
6—8名员工驻点服务。目前，生活物资供
应量已超过26吨。”罗小琴说。

像这样的保供点还有不少。据重百新
世纪超市营运总监龙燕介绍，截至11月
28日，重百新世纪超市已在全市设立了
265个“生活物资保供点”。后续，将根据
封控小区数量的增减情况实时调整保供点
数量。

设立保供点，只是重庆重点保供企业尽
力保障封控小区生活物资供应的举措之一。

近期，封控小区居民主要通过线上下
单购买生活物资，导致超市门店线上单猛
增。为应对这种情况，重庆永辉超市每家
门店都组建了“飞鹰”团队。这个团队中，
有营运经理、店长甚至合伙人，在这个非常
时期，他们都化身为拣货员、打包员、补货
员或配送员，“奔跑”在门店各个角落和大
街小巷。

重庆农投集团、重庆粮食集团，则开足
马力保生产和市场供给。

譬如，连日来，重庆农投集团所属天友
乳业公司实行厂区封闭管理和员工“两点
一线”闭环管理，近750名员工24小时全
力生产；重庆粮食集团旗下红蜻蜓植物油
厂、人和臻源米厂的100余名员工，主动请
缨留宿厂区，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同时，
集团所属各公司在粮油加工、储运、配送、
供应商等各环节无缝衔接，确保粮油产品
在重庆市内及时配送到位。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个中心
城区每天需要的生活物资总量达14000
吨，其中蔬菜7000吨、米面油5000吨、水
果1000吨、肉类1000吨。而目前，重庆
本地的生产能力和供应能力以及我们从
市外调配的能力和量，都大于中心城区居
民的需求，蔬菜、粮油、水果、肉类都供给
充足。

连 线
电商平台与商超线上、线下联

动，让居民购物更加方便

一个莲花白、一盒止痛药，是11月28
日中午，家住南岸区山千苑小区的张怡，从
小区的无接触配送点拿回的采购物品。

这两样东西，都是当天早上在线上下
单购买的。张怡认为，在疫情期间这样的
配送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她表示，目前
生活物资比较充足，买菜、买药基本不愁。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为了让市民线上
采购更顺畅、更便捷，各大线上商超和电商
平台都推出了线上线下“联动”措施。

如，京东到家重点联动永辉、沃尔玛、山
姆、华润万家、重百新世纪超市、人人乐、麦

德龙、谊品生鲜、果琳超市、百果园、海王星
辰、泉源堂、万和医药等保供商家，成立保供
专项小组，加强民生物资备货。目前，京东
到家、京东小时购上已有超1700家超市、生
鲜、医药门店可提供配送到小区服务。

美团优选第一时间联动商家保障供
给，目前储备的货物包括蔬果、肉禽蛋奶及
水产品等生鲜，粮油副食、酒水乳饮、冷冻
食品等生活物资。对这些生活物资，美团
优选始终坚持稳价保供。同时，其严格落
实防疫举措，仓库和物流车辆每天分时段
消毒，并要求商品配送人员及仓储人员做
好口罩佩戴及体温测量等工作。

大量的线上订单要顺利送达消费者
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持。近日，重庆
多多买菜提前增派人手，同时出台补贴政
策，提高司机、分拣、团长激励，确保人员
充足，每天可从各个区县的近百个网格仓
配送上百万件蔬果肉蛋到社区节点；菜鸟
则积极调集人力支援重庆，目前，在重庆
参与仓储作业和快递配送的保供人员已
超过2000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保障电商平台
正常运营，我市还加大了电商平台中心仓运
营保障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电商保供人员通

行证应办尽办，加大卡点、堵点疏解力度，电
商平台运力紧张、送单难问题得到缓解。

织 网
中心城区打造保障网络，让生

活物资供应无忧、配送畅通

“这份清单真的太有用了。”11月26
日上午，两江新区金山街道金童社区居民
彭永章拨通了小区附近生鲜门店“食物
说”的电话，工作人员将他拉入团购微信
群，群成员只需要在群里发送需求就可以
下单。

梳理各小区附近的保供企业，将联系
方式整理成清单发送给居民，是两江新区
推行集采集配的做法之一。目前，该区8
个街道已推出了300多个保供电话。其背
后，是一个庞大的保障网络。

记者了解到，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两江
新区累计协调办理各类型保供通行证接近
1万张，保障了物资充足和配送畅通；同
时，两江新区对辖区内24家大型商超、
1340家生活超市和便利店实行闭环管理、
上门核酸采样，将保供人员到岗率维持在
较高水平。

打造生活物资保障网络，其实是中心
城区各区的普遍做法。

以渝中区两路口街道为例，其依托辖
区现有商场、超市，积极寻找保供资源，确
定了3家保供企业、20余个保供门店。同
时，建立了楼栋长—网格员—社区工作者
三级工作机制，通过微信接龙等方式广泛
收集居民物资需求。

“我们把农贸市场的货物直接运输至
街道7个社区的临时存放场地，再由保供
企业组织人员现场分拣蔬菜、肉类、粮油
等6类生活物资标准包，最后由社区志愿
者配送到楼栋。”两路口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

江北区也推行了类似举措。目前，
121家生活必需品“白名单”企业数据库，
已覆盖该区各个街道、乡镇。同时，江北区
还与22家区级重点保供企业签署了保供
责任书，选定永辉、新世纪超市等81个网
点作为生活物资应急供应网点。

该区区级有关部门每日动态监测各网
点的粮油、蔬菜、肉禽、水果等生活必需品
的存量、销售等情况，加强米、面、油、蛋、奶
等39个重要商品价格监测预警，掌握价格
波动，及时处理异常情况。

保障“最后一米”
生活物资供应保障调查①

11月25日，市民罗女士致电12345政务服务热线称，其
父母、兄嫂住在南岸区学府大道一小区，兄嫂刚出生20多
天的孩子急需就医。

记者经详细询问得知，近期罗女士的父母出现肌肉酸
痛、发烧、头痛等症状，抗原检测为阳性，但暂时没有转运
走；11月26日凌晨，新生婴儿也出现发烧症状。

记者立即通过南岸区委宣传部联系了罗女士一家所在
的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学苑社区。社区负责人得知情况后，
立即记录下罗女士的联系方式，并与其取得了联系。

11月26日记者回访罗女士的哥哥罗先生得知，他母亲
经核酸复查为阳性，已被防疫人员转移隔离；他和妻子还有
父亲三人也已进行了核酸复查，正在等待复查结果。

在婴儿出现发烧症状后，他们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通
过社区和医院协调，120已将他和妻子、孩子三人接到了重
庆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11 月 27 日记者再度回访罗先生得知，经过救治，孩
子已经退烧，他父亲也接到了社区通知，将在不久后转
移隔离。 （记者 周松）

家人阳性待转运 新生儿突然发烧
结果：多方协调，120紧急送诊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11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两江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根据当前疫情形势变化，
两江新区将分别对辖区8个街道的无疫小区、低风险区、高
风险区三类区域，实施不同的防控措施。其中，无疫小区
（含无疫小区创建单位）暂不开展核酸检测，每户每2天可
有1人出门就近采购生活物资。

据介绍，无疫小区实施挂牌管理，低风险区连续5
天无新增阳性人员即可申请创建无疫小区；创建期10
天内无新增阳性人员，经评估验收，可挂牌为无疫小
区。

无疫小区暂不开展核酸检测；在不聚集、不扎堆的
前提下，居民可分时段、分楼栋在小区内有序活动；每户
每2天可有1人凭出门条就近采购生活物资。同时，多
个连片的无疫小区可创建成为无疫社区，多个连片的无
疫社区可创建成为无疫街道，稳步扩大无疫面，扩大居
民活动范围。

对低风险区，按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控措施执行，足不
出小区，错峰取物，居民可通过网上购物或代采代购物资送
至小区门口，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有序提取。11月21日
至28日，两江新区已连续7天未在低风险区发现阳性人
员，实现了低风险区动态清零。

对高风险区，若5天内出现新增阳性人员，为防止出现
新的交叉感染，需要重新计算管控时间；若连续5天未发现
新增阳性人员，第5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
筛查，且结果均为阴性，经疾控专家研判后可降为低风险
区。

高风险区出现阳性人员的楼栋，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由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核酸采样，单人单采或1户1管，
每日1检；无阳性人员的楼栋，居民原则上足不出户，核酸
采样可在本楼栋下有序错峰进行，每日1检；确需返回高风
险区居家的人员，须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进入，并自觉
接受高风险区管理。

截至11月28日0时，两江新区尚有高风险区90个，较
最高峰时的254个减少164个；高风险区管控人数从38.4
万人减少至10.7万人，规模逐步压缩。

此外，无疫小区、低风险区、高风险区的外出就医人员，
应由小区出具证明，凭证明通行；救急、紧急就医等特殊情
况无条件放行。

两江新区分区域实施三类防控措施

无疫小区可定期错峰出门
就近采购生活物资

抗 疫 动 态

急

线下布点便民 打造保障网络 平台联动商超

我市各方合力保障生活物资供应

收货、筛选、打包、发货……连日来，渝北区
三社融合公司设立在该区大盛镇天险洞村的保供
蔬菜包临时分拣现场，每天都是一派忙碌景象。

该分拣点每天要完成1000余个蔬菜包的分
拣与打包，每个蔬菜包重约15斤，品种有当日现
采的萝卜、花菜、白菜等6种蔬菜，售价30元，在
当天下午配送到渝北各居民小区。

按照渝北区委、区政府全力保障辖区内居民
生活物资供应的要求，渝北区三社融合公司积极
发挥供销主渠道作用，与基层供销社合力搭建起
产供销链接平台，既做好农产品的有序销售，又
满足了疫情期间居民生活物资需求。

截至23日，该公司本月已累计向全区供应
蔬菜297吨、水果34吨，肉禽蛋112吨、乳制品
24 吨，以及米面粮油 158 吨、干果副食类 42
吨。

首席记者 龙帆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新鲜蔬菜包这样直送居民小区

分拣分拣11 月 23 日，天险洞村蔬菜包临时分拣点，
村民在分拣蔬菜。

打包打包

装车装车运输运输配送配送

23日，天险洞村村民将蔬菜分装在一个个塑料袋里。

23 日，村民将
一包包鲜嫩的蔬
菜装上车。

23日，满载蔬菜
包的运输车辆在前
往城区途中。

顺利到达！渝北区三社融合
公司工作人员将蔬菜包交到下单
购买的居民手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11月28日，重庆日报
记者了解到，疫情期间，重庆高新区税务局通过呼叫转移开
启“居家坐席”接线模式，并依托“老杨群工”税务工作室这
一平台，建立了一支19人组成的线上税费服务应急团队，
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就能办理25项基础业务和23项
拓展审核业务。

“我们公司现在急需申请发票增量90份，疫情期间无
法线下办理，啷个办？”日前，重庆高新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热
线坐席人员吴承丽在居家办公期间，接到该局60812366
转接电话。

打来电话求助的是中电建重庆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财务人员夏川子。她在电话里提到，目前，该公司某一项
目已经完工，准备结算收款，但按照合同履约要求，需要开具
90份发票，否则就收不到项目款。然而，公司没有这么多发
票库存，加上项目委托方要求尽快开票，于是打来求助电话。

接到电话后，吴承丽立即为纳税人开辟了线上发票审
批通道，建立资料传递专用邮箱，并将该业务诉求传递至后
台审批小组。审批人员通过VPN远程办公查询系统相关
数据，结合纳税人传递的资料，很快就完成了审核。

与此同时，在了解到夏川子对电子税务局操作不熟悉
后，咨询辅导组工作人员还通过QQ远程指导她线上提交
申请，一小时内就完成了增量发票业务办理。“没想到这么
快就解决了！”成功办理后，夏川子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重庆高新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如果辖
区企业群众有税务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60812366
热线电话，工作人员将及时提供相关服务。

重庆高新区建线上税费服务应急团队

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
可办48项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