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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面销量一天赶上以前一个月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金刚

“来的客人，问的最
多的还是口罩和消毒液
等防护用品。”望着零零
散散的货架，李宗泉告诉
记者，要论店里卖得最火
的商品就是方便面、火腿
肠、面包等速食产品，还
有米和面等日用产品。“仅
年初三一天，就卖出了近
30箱方便面，火腿肠更是
一抢而空，这赶上了平时
一个月的销量”。

由于需求量骤增，根
据往年的经验的备货量，
部分日用品3天就售空了。
对于紧缺的货品，李宗泉
立即联系了五家供货商紧
急备货，但货源依然不足，
于是在电商平台上下单，
连续购买了三次货品。

在采访的过程中，李
宗泉不时接到顾客的电
话，询问相关的货品是否
在售。“大家都是小区的邻
居，由于现在出入不便，每
天也有不少居民打电话询
问商品是否在售，争取一

次性买全，同时，对于部分
邻居，自己甚至无偿的进
行上门送货。

李宗泉告诉记者，以
前早高峰上学的学生和上
班族较多，现在都宅在家
里，中午才出来一下，每家
也只来一个人。来的顾客
目的性都很强，虽说购买
金额都是数百元，但还是
以日用品为主，年前备足
的高档酒品、礼包等无人
问津，有些保质期过短的
酒品甚至已经无法饮用，
也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若按正常的情况，每
天仅门口的糖葫芦也有几
百元进账，但是，现在的销
售情况大不如从前，自己
暂时没考虑会有多少损
失，这也是自营超市的好
处，只要方便大家，没了利
润也可以接受。”尽管口罩
遮掩，对于自己的损失，李
宗泉也是淡然一笑，“还是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大家
回归正常生活。”

一个超市老板

特殊时期的坚守

今年45岁的李宗
泉在小区经营超市已
有8年之久，因在家中
排行老三，小区名称带
有兴字，故取名为“三
兴超市”。居于中心位
置的超市原本是小区
里最热闹的地方，在门
前的空地上，冰糖葫芦
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白
天顾客三三两两，络绎
不绝；晚上门口打牌
的 ，聊 天 的 随 处 可
见……

然而现在一切都
变得静悄悄的：冰糖葫
芦的小摊上灰迹清晰
可见，门前成堆的商品
用雨布围的严严实实，
仅在超市入口明显的
位置挂着一张手写告
示：进出超市请佩戴口
罩，谢谢配合。

尽管如此，身为小
区的居民，因为担心周
围的人没地方买生活
用品，李宗泉决定年初

一开始营业，对此妻子
心生埋怨“情况这么严
重，一天也卖不了多少
货，何必坚持每天开
门？”

“每天开门营业，
说不怕那是假的。”对
于家人担心，李宗泉有
着自己的想法，自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小
区严格管控进出人员，
而自己的超市位于小
区中心位置，能进来采
购的都经过层层检查，
同时，现在都是扫码支
付，不亲密接触，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预
防。

“最重要的还是做
好消毒措施，现在的营
业高峰期有两个固定
时间，中午11点到1点，
晚间6点左右。超市每
天必备的早、中、晚三
次大消毒从未间断，期
间还不定时的进行二
次消毒。”回忆起近一

个月的销售历程，李宗
泉说，原本全家总动员
的超市也变成了由自
己和女儿轮流值守，每
天营业时间调整为早
九点至晚八点左右。

特殊时期，来的顾
客也是做足了防护。李
宗泉说，印象最深的客
人，全身上下都裹得严
严实实，眼镜、口罩、帽
子一样不落，进店一句
话也不说，买好东西，
装进自己的包里，扫码
付钱走人，全程不说一
句话，不让人跟他有任
何接触。

“现在开门营业，
营业额不足平时的三分
之一，售卖的商品也是
日用品居多。”对于自己
的坚持，李宗泉如是道，
坚持开门，不为别的，就
是为了方便居民，现在
商店不多，能帮上忙就
尽量帮，没准儿谁家有
个不时之需呢。

从年初一开门营业至今

每时每刻都在消毒

方便面和火腿肠

一天卖了一个月的量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每年春节，李宗泉的超市门口都是小区里最热闹的地方，酸甜的冰

糖葫芦、各式的新年礼包等琳琅满目。然而今年却一反常态：以前消费过百的客户寥寥无几，

现在数百元的购物成了常态；许多畅销的商品无人问津，方便面和火腿肠等速食商品一天销

量赶上过去一个月的……

“能开门营业就坚持开门，不为别的，让大家图个方便，都是一个小区的邻里街坊，没准

儿谁家有个需求。”超市老板李宗泉说。

吃过早饭，天华锦绣园小区的物业主任孙
文广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自1月26日社区下达
抗疫通知后，他每天的巡查更加严格、细致。

针对疫情，物业严控外来车辆和人员进出
小区，通过微信群提醒告知业主减少户外活动，
针对疫情加大小区清洁工作，加强消毒力度，对
所管辖区域的楼道、楼梯扶手、业主进出门口以
及垃圾桶等都进行一天四次的消毒。

孙文广关键时候冲锋在前，从查看出入证
到小区消毒，他都事无巨细。采访过程中他的电
话响个不停，对于电话那头的业主，他耐心解
说。“业主信任咱，咱就得把好小区的关。”他略
带疲惫的眼里露笑意。

为了减少接触，物业还联系了无人蔬菜售
卖机构，一包五元，这一举措也极大的减少了业
主的不必要出行和接触，让业主不出小区就能
吃到新鲜蔬菜、鸡蛋和肉。

采访期间，一个黑衣服的大姐在旁边积极
引导大家扫码，据了解，她是岔河社区的工作人
员，她说从疫情防控开始，社区工作就忙个不
停，不过自己也习惯了这样的工作强度，辖区两
万四千多人，早期挨家挨户排查有无湖北人员
往来，后来再次排查干咳发烧人员。“你好，请出
示一下出入证，或者扫描一下二维码。”夕阳西
下，小区已是灯火通明，而他们依旧忙碌在自己
岗位上，在抗疫后方默默坚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见习记者 孙文丽

安全巡查、出入登记、宣传劝
导、测量体温……从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以来，这就是老刘(化名)和他同
事日常简单而又严格的工作流程。

“从大年三十到今天，我们一个岗位
三班倒，一天也没休息过。

“因为上班期间8小时不能离
岗，我们吃饭都是家人送过来。老刘
介绍，好在自己就在小区里住，来回
也方便。

老刘告诉记者，自己有一个孙
子，今年刚开始上小学，由于平时都
是他接送上学，所以特别喜欢粘着
爷爷。“以前每天都得去看看他，但
是最近已经有快一个月没见了，想
他了，我就到楼下透过窗户摆摆手，
算是打招呼了。老刘说，一方面是由
于工作忙走不开；另一方面，这段时
间天天接触那么多人，算是“高危人
员”，也不放心去看他。

说好工作的开展，老刘似乎有
些落寞与不解。“身体累是其次，不
被理解心累更不舒坦。大部分市民
理解我们的工作，但是也有少数人
认为我们是故意刁难。”老刘说，按
规定，不让外来车辆进小区，但春节
以来，为这事自己和好几个车主“拌

嘴”了。有一次，一辆外来私家车要进
小区，按照相关规定就是无法进入，
但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听，后来也是社
区工作人员前来劝阻才不得不离开。

还有，现在小区发出入卡，要求
每一家每天只允许一个人出门一
趟。但是有的人一天非要出去两三
趟，你不让他出去，他就说你为难
他。“在严格防控期间，社区工作人
员组成了检查站，和我们一起执勤，
理解的人越来越多，外出的人越来
越少，压力也小一些了。

眼下，复工人数开始增多。“白
天是会累点，进出小区的每个人都
要经过测温、登记，但是为了严格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也是没办法。”老
刘最近负责白班，最近上下班的时
间进出小区的人比前段时间多了不
少。虽然小区进出的人员并不多，但
在采访过程中，老刘还是一直忙碌
着，双眼不时地望向小区大门，生怕
有所疏忽。

“还是希望疫情赶紧过去，跟家
里人正常吃饭，接送孙子上下学。”
老刘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
金刚

“业主信任咱，就得冲在前”

物业和社区把好居民出入关

“想孙子了，就到楼下摆摆手”

小区保安压力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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