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低風險
地區

文 匯 要 聞A3

20222022年年11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張培嘉 ◆版面設計：周偉志

��(���
「你家還有菜嗎？」「還真不多了……」自2021年12月27日西安市疫

情防控全面升級以後，防控要求從22日的「一戶2天可一人出門購物」升級

至更嚴格的「足不出戶」，當地不少家庭蔬菜儲備迅速耗盡，

「西安買菜難」成為內地民眾關注焦點。2022年1月4日，西安報告前一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95

例，累計確診1,758例，至此，西安市民已經在生活幾近靜止的狀態下堅守了近半個月。目前西安市

的蔬菜供應是否有所改善？香港文匯報記者連線採訪西安7個區域的10個家庭，了解到的情況是：在

經歷初期短暫的緊張之後，目前中高風險區基本上供應穩定；一些低風險區部分社區，確實一定程度出

現了供應短板，部分居民反映沒有收到免費菜，網上購買也因為配送等原因不夠順暢。不過，上周末

起，情況有所改善。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圖：受訪者供圖

中
高
風
險
地
區
供
菜
穩
定
個
別
低
風
險
小
區
遇
供
應
短
板

�/(�	�	#�	�/(�	�	#�	

1��
	:�

1	��

��"��

���

����

:��

-��

=��

=

�

� 高風險
地區

網上圖片

志願者送菜上門志願者送菜上門 社區發放免費菜社區發放免費菜

憑票購小區物資憑票購小區物資

無接觸領取網購菜無接觸領取網購菜

受訪者冰箱滿滿受訪者冰箱滿滿

高新區運輸暢通高新區運輸暢通

曲江新區南湖1號小區

張女士 家庭人口：3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政府先後發放兩輪免費菜，單位發放一

輪免費菜；也可用手機在電商平台下單送貨，小區內超市憑證錯時採
購，物資不缺。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2022年1月2日上午10時下單，下午4

時送達，主要採購牛排、羊肉卷、鱸魚、醬鴨等，採購兩次共花費
900餘元（人民幣，下同），蔬菜、肉類較往日略高5%左右。
鼓勵小區內部商店、超市、果蔬店等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資的門店

正常經營，並給予補貼；鼓勵區內各類大型商超、果蔬、糧油店以線
下和線上兩種方式進小區，設立線下小區流動超市，開展線上個性化
定製，並給予補貼；充分保障保供應企業人員和車輛通行。

西咸新區灃東新城水潤坊小區

韓先生 家庭人口：3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政府免費菜一輪；前期可以在小區便利

店自行買到日常菜品和物資，可在電商平台下單；封控期改為在業主
群下單，便利店配好之後由物業工作人員送到家門口。菜品豐富。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2021年12月27日上午9時在電商平台

下單，下午5時收貨。2022年1月2日中午1時下單，3日上午10時
到。購買了芹菜、青菜、西紅柿、雞蛋、零食等。4日上午10時業主
群下單，20分鐘左右疫情防控人員專門配菜送到。零食和日用品價格
跟平常一樣，菜品肉品有小幅上漲，約有5%左右。

西咸新區灃東新城巨威大秦郡小區

潘先生 家庭人口：3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自從2021年12月23日進入封控狀態以

來，出現了2天至3天短時間的物資短缺狀況；政府免費菜一輪；目前
依靠社區團購、恢復營業的社區商舖等買菜。目前購菜順暢，價錢略
有上浮，但可以接受，目前和疫前生活支出基本持平略高。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無使用習慣。

未央區宏林明築小區

原先生 家庭人口：4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防控升級初期出現買菜難，從2021年

12月30日開始解決；政府發放免費菜一輪；小區組織從轄區大型超市
團購；電商平台手機下單。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2022年1月1日上午9時下單，下午6時

收到蔬菜，10斤蔬菜30元，總體和之前沒什麼區別。

滻灞生態區翠屏灣

岳女士 家庭人口：4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封閉前搶購囤貨，封閉管理後小區裏沒

有售菜點，尚沒有收到政府派送的免費菜。後期小區業主微信群開始
團購。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微信群「接龍」（報名下單買菜）兩

天，封閉管理以來，買生活物資花銷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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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湖區豐登小區

袁女士 家庭人口：5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足不出戶初期買菜緊張，3天後疏解；政府發送一輪

免費菜；美團、盒馬等團購平台下單配送；小區菜店下單自取；小區微信群互
助；大型超市電話訂購；蔬菜購買順暢。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2021年12月31日下午3時下單，2022年1月1日中

午11時到貨，主要採購蔬菜和水果。番茄、生菜等蔬菜10公斤，蘋果、橙子、香
蕉等水果10公斤，一共花費100元。

雁塔區金輝悅府

李女士 家庭人口：6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收到政府免費菜一次。小區買菜比較曲折，沒有賣

菜點，靠之前囤貨和門口偶遇的跑腿師傅購買物資，目前家中白菜、蘿蔔、土豆
等存貨充足。小區物業曾聯繫糧油售賣點進小區兩天，通過購買解決糧油問題。
前後12天買菜花銷1,300元。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曾在群內「接龍」兩天，但因配送問題，都被退款。

雁塔區曲江街道康橋邊的院子

成女士 家庭人口：3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一直有囤貨意識，家裏囤的食物夠吃兩個月，糧油

買了不少，有兩盤雞蛋，目前還能時不時支援別人，而且小區一直有賣菜的，也
不貴，此間共買了三次蔬菜水果，花費107元。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無手機購物。

高新區紫薇田園都市

雷先生 家庭人口：3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之前家中有囤菜，政府也發放了兩次免費菜，還有

牛奶。家門口有開業菜店，可隨時下單配送。目前家中一日四菜，生活物資充
足。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微信群裏下單，物資送到小區門口，菜品價格較平

時差不多。

雁塔區長安大學本部家屬院

趙先生 家庭人口：3人
生活物資供應模式和情況：收到政府免費菜一次，其餘時間小區內每天下午兩

點定時售菜，排隊購買，基本上排隊兩小時左右可以買到。
受訪者近期手機下單情況：無。菜品打包售賣，分30元和50元兩種，不可挑

選，價格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