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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8 月 31 日晚上，刚刚下班准备去附近

商业街觅食的阿瑶，发现附近的商圈有些

萧条，街上空空荡荡，几家饭店暂停了堂

食，只有一个超市还开着，超市里的人比往

常要多，阿瑶买了面包和泡面，便回了在成

都锦江区的家。

8 月 29 日，她身边的人陆续开始了购

物，晒了囤货。阿瑶没有跟风，照常忙着自

己的生意。自 2018 年毕业后来到成都和

父母一起创业打拼，阿瑶基本没什么太多

休息的时间，也不太会做饭。

今年成都的夏天不好过，办公室里限

电，空调的温度开得很高，中午阿瑶照常去

商场吃午饭，商场里基本没开空调，给每个

人发个小扇子，边吃边扇，一顿饭下来便是

大汗淋漓。大街上的外卖员明显少了，阿

瑶点的餐经常一个小时才姗姗来迟。即便

工作每天不呆在室外，阿瑶也中了三次暑。

这两天成都的气温断崖式下降，从 40

摄氏度降到了20多摄氏度，阿瑶便打算邀

请她在杭州的朋友来成都陪她。可是疫情

跟着下降的气温来得猝不及防，昨天上午，

阿瑶赶紧通知员工：不要来上班了。

她盘算着，之前买的泡面应该撑得过

三天，家里有大冰箱和冷冻柜，里面存了不

少速食和大米。两年前捡来养在家里的小

猫六六也还剩下两大包猫粮，虽然不会做

饭，但总归不会饿着。中午，阿瑶试着点外

卖，骑手隔了 20 分钟才接单，送到家里将

近一个半小时，“可能是骑手都忙着去做核

酸和购物去了。”阿瑶猜测。

下午，部分员工出门做核酸，还有一部

分去超市购物囤货。她想起父母种在阳台

上的蔬菜，说不定可以在这个特殊时期派

上用场，可上楼一看，大部分菜都被晒蔫

了，只有少数的薄荷叶还在挣扎着存活。

创业的温州老板：立马放假让员工采购

9月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

上，成都市商务局局长张金泉介绍，每户

居民每天可安排1人凭24小时内核酸阴

性证明外出1次就近采买生活物资。

他表示，《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在全市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的通告》不是要求大家不

能出门采购，而是采取有序有效的方

式购买生活必需品。全市商超、农贸

市场也是全天正常营业，广大市民朋

友也能够买到新鲜蔬菜和肉类。

据《成都发布》消息，成都农产品中

心批发市场目前供应充足，蔬菜日均供

应量约4000吨，肉类日均供应量约600

吨，水产海鲜日均供应量约1000吨，米

面粮油等副食产品储存量约 6000 吨。

市场现已规划应急保供场地，作为城市

生鲜农产品中转集散地使用，以保障城

市应急供应，能满足市民日常需求。

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昨天18时起成都全体居民原则居家，本报记者连线了多位在蓉的浙江人

杭州高校女大学生忧心返校：
9月10日前估计回不了

本报记者 刘俏言 实习生 王潇可 曾逸澜

按照成都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的要求，昨天18时起，成都全体居民原则居

家，非本小区居民不得进入。农村地区严格

控制人员出入，外来人员必须报备。小区

内不扎堆、不聚集，每户居民每天可安

排1人凭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外

出1次就近采买生活物资。

就在 8 月中旬，成都刚刚

熬过连续的高温，如今气温

刚降，疫情却来得有些猝

不及防。钱江晚报·小

时新闻记者连线了在

成 都 的 多 位 浙 江

人，记录下在居

家 前 被 疫 情

打 乱 的 生

活。

下午五点，学生小周才和家人结束了

当天的“买菜大战”。“真是从来没见过街上

能有这么多人。”小周去了菜市场、超市和

面包店，在人挤人的每一处拼着手速。路

上行人都是大包小包提着，面包店的货架

早早就空空如也。“看到什么就拿什么，一

松手就没了。”线下的鸡蛋、士豆、蔬菜卖得

很快，小周本想在几个平台上买菜碰碰运

气，结果发现很多商品都处于缺货状态。

“有的家庭派了好几个人出来采购。”

他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其实这

几天看着形势，他和家里人一直在陆陆续

续地购入物资：“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我

们大成都的菜肯定是够的。”

回家之前，小周决定点一杯奶茶。不

过，就这一杯平时五分钟能买到的奶茶，他

却等了快半小时。“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也许大家都想喝居家前的最后一杯。”

许茜这时应该在大学里开启新学期生

活。可今年的高温和疫情，让她延缓了返

校。昨天，她的父母去大一点的市场买菜

了，她自己在家附近的商场采购。一买完

东西，她就马上找了地方做核酸，估计了一

下前面做核酸的人，有百来个。跟着队伍

等了一个多小时，她终于完成了检测。带

着一口袋的食物，许茜步行回家。“打车根

本就打不到，街上不少地方交通堵塞，还不

如走路。”

同样邻近开学，成都姑娘侯心怡在担

忧自己能否按计划在 9 月 10 日之前返杭

回校，“估计回不了了”。

她说，不仅开学计划打乱，她的学车计

划也因此受阻。前天上午她刚考完科目二

便接到了驾校教练的通知，次日开始就不

能练车了。“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侯心

怡的教练告诉她。

在这次疫情前，成都也经历了大大小

小的几次疫情。但对于她来说，这个暑假

被疫情占了一大半，架子鼓课不断延迟改

时间，一直想去的音乐会至今等不到重开

的消息，阿姨家的哥哥原本七月的婚礼因

为当时的疫情延迟到了 9 月 3 日，但现在

更为严峻的疫情态势让他们不得不将婚礼

取消。

将去外地上学的大学生：忧心能否准时返杭开学

昨天下午三点多，在成都海小鲜江浙菜

菜馆里，老板杨天表示，当天已经暂停营业了。

杨天是浙江人，因为在成都的浙江朋

友比较多，就开了这家餐厅。“店里的经济

收入很不景气”，她有些无奈。虽然餐厅的

地理位置不错，但疫情下，人流量的减少让

前来就餐的顾客少了不少。

她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餐厅

的营业方式是以堂食为主，昨天他们按照要

求早早打烊了。不仅堂食不能进行，店里的

外卖业绩也惨淡。“大家都回家买好菜了，哪

还有人再订购我们餐厅的外卖。”

厨师杜师傅是今年年初到这家餐馆工作

的，“因为我是浙江本土的厨师嘛，这家店又是

做杭帮菜的，所以店老板就把我挖过来了”。

他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在来

之前他对于疫情也有所担心，但老板跟他

在入职前都做了充分的说明，比如如果疫

情严重影响到收入的话，也会给他一定的

工资，除此之外，他的食宿也都是由餐厅统

一安排的。

老板告诉他们可以将餐厅的菜拿回宿

舍，“我们这些人都是做厨师的，而且餐馆

之前也囤着不少菜，所以我们也不太发愁

吃的问题。”

杜师傅说，未来几天，他会和宿舍的同

事每天派一个人去餐馆，把囤的菜拿回宿

舍。这半年多时间，他也能明显感觉到来

餐馆的客人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减少了很

多，“疫情嘛，人少也没得办法，我们收入暂

时还是能保证的，希望这次疫情能早点过

去。” （受访者均为化名）

打拼的浙江厨师：打算把餐厅的菜拿回宿舍

街头，纷纷出门购物的人潮

菜场里的成都人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