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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看来， 由于菜市场人流密集、

流通性较大、防疫风险较高，相关

部门采取相对谨慎的复商复市措

施可以理解，但如果能在风险排查

过程中，明确告诉企业和市民风险

之处、改进方法以及进度，同时对

有实际困难无法恢复营业的地区，

给出相应补偿措施，也许更能取得

市民的理解。

“作为一名同样来自于防疫重

点行业的工作人员，我认为，政府部

门在指导企业进行疫情风险防控和

安全排查中， 不能只告诉企业 ‘不

行’‘不可以’， 还应该告诉企业，怎

样能行，哪些地方能够改进，要怎样

改进，要把‘道’划下来。让企业将隐

患排查掉后， 在符合防疫要求的情

况下营业， 而不是因为有风险就不

开了，无视市民的实际需要。 ”施政

说，“如果只是因为风险高就不开，

这样的做法老百姓理解起来就很困

难。就像市民说的，难道在马路菜场

买菜就没有风险了？ ”

“另外，对于那些实在无法开放

菜市场的区域， 应有一定的辅助措

施。比如，很多助老食堂已经开了。有

没有可能在长者食堂等便民服务设

施附近售卖一些相对平价的蔬菜，填

补老年人买菜需求空白，通过发动社

会力量，解决市民买菜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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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晨，赶往双峰路马路菜场

买菜的老人们，似乎已与菜贩们达成

了某种默契。为了赶在菜贩们收摊前

买到菜， 许多老人都是 4 点左右就

从家中出发。 每天早晨五六点钟，来

这里买菜的人流达到高峰。

“没办法啊，家里老的老，小的

小，不买就没得吃。 ”早晨 6 点不到，

双峰路马路菜场边，推着自行车的俞

阿姨已经买好了一车筐的菜。 60 多

岁的她每天要烧全家人的饭菜，因为

家附近的正规菜市场没开门，住在万

体馆附近的她， 不得不每天 4 点多

起床，骑上 20 多分钟的自行车赶过

来买菜。

“每天起这么早，像过来抢菜一

样。 ”俞阿姨感叹：“（正规）菜市场

不开真是一个大问题。 天气热，蔬菜

放不住，买多了，两天就烂了。 ”

年逾七旬的李阿婆也是 4 点起

床买小菜的老人们中的一员。尽管她

就住在双峰路附近，但因疫情防控原

因，她所居住的小区一直没开放靠近

双峰路的大门。 上了年纪、腿脚又不

好的李阿婆，每天拖着小车，要花半

小时，才能慢悠悠地走到双峰路的马

路菜场。 为了赶在收摊前买到菜，这

段时间，李阿婆没睡过一个好觉。

老人们着急赶时间是原因的。清

晨 6 点半，穿着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开始劝离菜贩，将路面还给逐渐多起

来的机动车通行。急躁的情绪开始蔓

延， 一个卖菜大姐急得连声询问旁

人：“已经 6 点半了吗？”因为马路菜

场缺乏必要的冷藏条件，她购进的鲜

肉已在高温中暴露了 2 个小时。如果

当天卖不掉的话，不知能否保存到下

一次出摊。

同样着急的还有来晚了的市民。

几个刚刚赶来买菜的阿姨，眼看着菜

贩被催促收摊，急得不得了。 一名阿

姨对着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嚷了起

来：“老百姓要吃，伊拉（指菜贩）要

生活！光吵着不好摆了、不好摆了，老

百姓不要吃啦？ ”

阿姨们说，现在 5 点不到就要起

床买菜的日子太难熬了。她们很怀念

以前双峰菜市场正常开放的日子。

今年 4 月疫情暴发后， 双峰菜

市场和旁边的龙山菜市场因疫情防

控暂停营业，至今仍未恢复运营。 一

位买菜的居民直言，双峰菜市场和龙

山菜市场长期关闭，是附近居民涌入

马路菜场买菜的最主要原因。

“人家 1.5 公里外的龙华菜市场

就开了。 ”一名阿姨颇为羡慕地说，

“人家老有秩序的，老百姓扫好码进

去，菜一样一样买，老方便的。 ”

另一位阿姨紧跟着补充：“（龙

华）菜市场里有人统一管理，价格合

理一点，时间也自由点，东西也能保

证新鲜。这里（马路菜场）买的生鲜，

买的早是活着的， 买的晚就死掉了，

价格还忽高忽低。 ”

更羡慕龙华菜市场开放的，其实

是正在双峰路上摆摊的马路菜贩们。

因为双峰菜市场迟迟不开放，缺乏收

入的他们不得不重返马路，想方设法

能赚一点是一点。

中午时分，地面温度已超 40℃，

在不影响交通的双峰路支路上，仍有

几名菜贩留守，他们等待着在管理人

员下班后能继续卖出去一些。

双峰菜市场大门前，中午闲着没

事做的菜贩王建民（化名）正扒着门

缝向封闭的菜市场内张望着。透过缝

隙，一台消毒仪器清晰可见。 王建民

说，消毒仪器是本轮疫情后，菜场为

了防疫购置的。双峰菜市场大门前还

设置了两米安全线和临时隔离点，

“哪里比不过龙华那一家，为啥龙华

菜市场能开，这里就开不了”？

年近 60 岁王建民已在双峰菜

市场卖菜近 30 年了。 早已告别马路

菜场多年的他也不喜欢在马路上摆

摊， 但为了贴补家用不得不出来摆

摊。 “我老妈身体不好，吊盐水要钞

票；老丈人在养老院，要钞票；我们要

借房子住，要钞票；家里就我和我老

婆一起经营夫妻店，不摆摊我们怎么

办呢？ ”

初入这行时，王建民还是个小伙

子，近 30 年来，靠着菜场内的摊位，

他们养活了一家老小， 养大了儿子。

卖菜，成了他唯一擅长的生存本领。

“他说得我都要哭出来了。 ”树

荫下，另一位菜贩小心翼翼地将蔬菜

遮挡好， 避免被正午的阳光晒坏了。

他对王建民所说的感同身受：“我们

家三个老人，两个小孩，老婆不上班，

就我一个人赚钱，你说怎么办呢？ ”

为了尽量多卖一点菜，他早上 2 点多

起床进菜，3 点多就到了马路边摆

摊，早上 6 点半被要求撤摊后，他会

躲在阴凉处休息，等晚上 8 点管理人

员下班后，再继续摆摊卖菜，直到晚

上 10 点多，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

“一天就睡 4 个小时觉，中午 2

个小时，晚上 2 个小时。 ”这位菜贩

说，他还不算最辛苦的，“对面卖菜的

老人更辛苦， 摆摊的两位老人都已经

70 多岁了，他们也是我们菜市场的”。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无论是

双峰路、巨鹿路还是程家桥路的马路

菜场，这批疫情过后出现在马路上的

菜贩，都有着极其相似的特征：他们

大多在附近尚未开放的菜市场持有

正规摊位，他们的摆摊时间大多在早

高峰之前或晚高峰之后，他们强烈地

盼望着，能早日重返正规菜市场。

除了买菜的市民和摆摊的菜贩，

马路菜场直接影响的另一群人便是住

在马路菜场周边的居民。 因为许多菜

贩凌晨两三点钟就开始摆摊， 深夜里

传来的响声， 对周边居民的生活或多

或少造成了影响。在铜川路万镇路，马

路菜场的喧闹就引发了周边居民的投

诉。 7 月 12 日，在城管部门的干预下，

万镇路上的马路菜场被清理一空。

相比较而言，程家桥路、双峰路和

巨鹿路周边居民对于马路菜场的噪

音，容忍度更高一些。 究其原因，这可

能跟这些区域老龄化程度偏高、 当地

居民对线下买菜的需求更强烈有关。

记者注意到， 巨鹿菜市场附近

500 米以内约有 10 个居民小区。 而

公开数据显示，巨鹿菜市场所在的南

京西路街道 2020 年 60 岁及以上人

口比例高达 45.6%。

双峰菜市场周边 500 米范围

内，也有约 10 个居民小区，而其所

属的枫林街道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

例达 40.8%。

在巨鹿菜市场附近， 一名 74 岁

的老伯就告诉记者， 自打巨鹿菜市场

关门后，他就每天骑车 7 站路，到普陀

区买菜。即便要跑这么远，他也从未想

过用线上买菜的方式替代线下买菜。

“我们老头子怎么网上购物，我

们手机玩不来，还是线下买方便。 ”

另一位爷叔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网上一次要买 50 块、60 块或

100 块才给送。 我们都习惯每天吃多

少买多少， 而且网上的菜看不到也不

踏实。 ”一位到程家桥路马路菜场买

菜的阿姨说，她选择早起买菜，另一个

原因是因为该地区生鲜小店有限，经

常人满为患。与其进店和大家一起挤，

还不如在露天环境买菜更安心些。

“如果正规菜市场不开，那就应

该允许马路菜场存在，把马路菜场管

管好， 明确开放时间和摊位秩序，而

不是像现在这样乱哄哄地人挤人。 ”

一位爷叔指着清晨熙熙攘攘的双峰

路马路菜场说，“你觉得这么多人挤

在一起就一定安全吗？ ”

记者了解到， 目前双峰菜市场、

美天程桥菜市场、巨鹿菜市场都在为

尽快恢复运营而努力。 其中，美天程

桥菜市场恢复时间尚不明确，但长宁

已有多家美天菜市场陆续恢复营业。

双峰菜市场所在的枫林街道工

作人员则表示，对于该菜市场，他们

将尊重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在未明

确要求开放的情况下暂时不开放。同

时，对于菜市场周边的摊贩，街道城

管与市容部门会加强日常巡查。

巨鹿菜市场由于涉及经营权转

换， 可能要延迟到第三季度才能以

“新一代联华生活鲜菜市场”的形式

重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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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张益维

凌晨 4 点，天刚亮，双峰

路、程家桥路、巨鹿路的马路

菜场人声鼎沸， 十几个到几

十个菜贩挤在马路两侧，摆

出摊位，叫卖蔬菜、瓜果、鲜

肉与河鲜。 密集的人流将马

路占得满满当当， 早起买菜

的市民， 大多是不擅长使用

手机的老年人，放眼望去，整

条马路上满目银发。

近日，不少市民向 “周

到帮办夏令行动直播间”反

映，由于一些正规菜场迟迟

没有开放，已消失多年的马

路菜场卷土重来。不少市民

都在问，这些正规菜场为何

迟迟不开，究竟何时能开？

巨鹿菜市场因涉及经营权转换尚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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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告诉企业怎样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