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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一个上海“团长”的自我修养
mp.weixin.qq.com/s/6WsT5CcslXBd-wDmGOA1Wg

 
疫情之下，当常规渠道无法供应物资后，团购成为很多上海居民
获得物资的关键渠道。而打通这个渠道的，正是千千万万原本作
为普通居民的团购“团长”。
普陀区的郑哲是这些团长中的一员，他从3月20日首次意外地组织
了一次团购。4月5日，接到居委会的邀请后，他从一个组织200人
团购的微信群主，变成了全小区4000人必需品采购的负责人。
团购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亏损手续费，物资被征用，半夜意外卸
货，也经历了蔬菜包出现瑕疵后的争取赔偿。他甚至还随时拉出
数据表，调查居民的满意度。郑哲说，作为一个IT工作者，他的团购能力，既来自工作中
的采购经验，也来自日常生活时的买菜和家务爱好。作为一个弄堂里长大的人，他希望经
过这次团购，小区会出现一种新型的邻里关系，变得更团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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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出生于1979年，如今住在上海普陀区的小区。我们小区一共21栋1400户人家。自从上海
浦西被封控以来，我就在组织小区的居民团购，4月5日还成了居委会指定的采购渠道。当
然，说指定，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官方来头和背景，而是取得了居委会的同意和授权，形成
了临时的管理关系。

 
我是上海本地人，在目前居住的小区买房已经10多年了，但去年6月才搬到这里住。我这个
人比较宅，平时就是看看书，看看影视剧，之前跟小区里的人来往不多。做团购的契机要
从3月20日开始说起。

当时上海浦东已经开始封控，我看到上海新闻晚报的公众号发了一个新闻，说青浦区的农
民，每天有2.25万斤草莓卖不出去，号召大家团购。我觉得挺好，顺手把链接发到了小区
一个叫综合讨论群的微信群。我只是建议大家购买，没想到大家直接在群里接龙了。草莓
50箱起订，每箱一公斤，大家接龙接到了97箱，然后发现，并没有人牵头。后来有居民就
说，既然是你发起的，你就帮忙组织一下。

https://mp.weixin.qq.com/s/6WsT5CcslXBd-wDmGOA1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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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5日，上海松江区洞泾镇一小区门口，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正在搬运生活物资。
（图｜人民视觉）

巧的是，我今年2月28日就辞职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家休息。我想着，反正不上班，搞一搞
也行。这是我第一次用群接龙的软件做团购，因为不知道提现要1%的手续费，这一单做
完，我实际还亏了20多块钱。但整体来说，这次团购比较成功，所以我们还专门建了一个
草莓团购群，成员渐渐增长到了200人。

当时浦西还没全面封控，但路上已经没有车了，大家出门也开始变得不方便，所以在这个
群里，我组织大家买过一些奶茶、羊肉串、烤鸭、大盘鸡之类的东西。这时候，群里已经
有些互帮互助的氛围了，比如我虽然是组织者，但没有好处，有居民主动去取奶茶，不但
没有任何额外好处，还要倒贴汽油费。

后来封城正式开始了，一开始大家也没什么感觉，因为家里多多少少都囤了一些东西。但
从4月1日开始，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虽然居委会也陆续发了一些物资，但非常少，比如4月
1日，每户发了3只鸭翅，4月2号、3号每家分别发了两颗白菜，4月5号发了肉，但有些居
民领到了1.5斤左右，另一些居民领到肉块却只有4只麻将牌大。

到了4月5日，很多居民都跟居委会反应，家里菜吃完了。盒马和叮咚买菜虽然还开着，但
只有很少的人能抢到菜了。我当时在做志愿者，做小区和楼栋内的配送，我记得有个居民
不会做饭，一口气买了5天分量的冷冻包子。

二

 



3/7

这种情况下，居委会就通过志愿者找我帮忙，解决物资问题。志愿者小组是4月1号成立
的，主要是主持核酸检测，在小区内配送物资。志愿者小组的组长是个党报记者，最近刚
搬来我们小区跟父母同住。因为对小区不太了解，加上没有太多基层组织经验，他就找了
两个小区群的群主，其中包括我。

2022年4月12日，新冠疫情防控下的上海。（图｜人民视觉）

我一开始是帮他招志愿者，后来也帮他做一些表格。可能是觉得我能力还不错，他就向居
委会推荐，请我做小区的团购。这样一来，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就有两个，一是接受居委会
的领导，和志愿者团队一样，成为所谓的“官方组织”，负责小区所有米面粮油这些必需品的
采购；二是像其他小区一样，单纯做居民自救，谁有资源谁就去搞货。

我思考了一下，成为“官方组织”的好处是，有居委会背书，能调集楼栋群等更多资源，可能
解决问题更快。但挑战也大，因为我之前的团购群虽然是小区最大的，也只有200人，现在
要一下扩大到全小区4000人，工作量会大大增加。但仔细斟酌后，我还是决定成为“官方组
织”，因为民间团购资金没有保障，比如退款没有监督，后面可能会引起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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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7日，上海，奉贤区银河居委，志愿者和居委工作人员进行物资的分拣和配送，
保障居民生活。（图｜视觉中国）

决定后，志愿者组长就建议，重新建群。为了跟其他的团购区别，我给自己的群取名叫“志
愿者团购研究群”，定位是社区统一采购。我记得第一个群是4月5日23点建的，一小时不
到，就满500人了，我马上又开了第二个群，500人很快也满了，后来又开了第三个，目前
将近300人。三个群加起来，去掉重复的，估计有1000人出头，再加上之前那个团购群，
我这里估计能覆盖小区80%左右的家庭。

建完群后，4月6日我联系了一天的供应商。想起其他小区，这一点上，我的优势是，小区
门口有4个菜场。我找到的第一个供货商就是小区外的一个菜店老板。这个菜店我以前天天
去买菜，3月28日，浦西即将封城，我在他家店门口发现了一张广告纸，上面有电话号码，
还有一个买菜群二维码。想到封城后可能出现物资问题，我立即就加了，还进了买菜群。

一开始，我没跟老板说过话，也没在群里买过菜。但我观察下来，这个老板很靠谱，也有
货源，所以做了社区统一采购后，我也联系了他。果然，他说他的货源很充足，可以从杭
州发货，运到上海包装，一份118元（包括土豆1.5斤，胡萝卜1斤，洋葱1.5斤，卷心菜1
个，青菜两斤，姜蒜各一块，还有埃及橙4个，猪肉1份），最后直接运到我们小区门口。

我是4月6日晚跟他谈好的，价格讲到了110元一份，然后4月7日一早，我就开始通过微信
群发出团购链接。我定的是600包蔬菜，8个大卡车拉过来，结果居民几分钟就订完了。这
批物资，按预计4月8日就能到。然而到了4月8日早上，老板跟我说，蔬菜在浦东三林的包
装厂包装时，被征用了。我很懵逼，只能给居民退钱，赔礼道歉，还搭进去了几百块团购
平台的手续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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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虽然被征用了，但团购还是得继续。我马上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让这个菜场老板供
菜，二是通过我们小区的志愿者组副组长，联系到了上海金山的一个蔬菜供销社。最后，
菜场老板在山东的一个基地帮我找到了货源，主要是土豆一类的根茎菜，70多元一包，金
山那边则可以提供绿叶菜，120元一包。

两批菜分别是4月10日20:30和23:30到的，但这两批菜分别都出了一点问题，其中根茎类蔬
菜包里有土豆发芽了，还有苔菜烂掉了；金山的菜包虽然很新鲜，但番茄压坏了，还有一
点短斤缺两。一开始是有少数居民跟我反馈，我立即就做了一个调查表，在每个群都发
了。调查表要求大家填写订单号，并拍下收到的实物照片。

根据最后的统计结果，根茎菜为主的菜包里，86个人反馈了土豆发芽的情况，占填写调查
表人数的2/3。我整体卖了320份，所以我估计，还有一些人也收到了发芽土豆，但自己忍
了。绿色菜为主的菜包，本来我谈好的是每包11斤以上，但发过来的货，绝大多数都只有
10斤左右。拿到这个调查结果后，我就去跟两个供货商谈，他们也承认了问题，后来只要
反馈了情况的，就分别退10元钱。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从4月5日接到任务，到4月10日团购菜品真正到手，已经5天过去了。
这期间，其实好多人已经没菜吃了，只能忍着，甚至开始以物换物。以物换物主要出现在
楼栋之内，大家会在里面借油，借个料酒，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我送过几根香肠给邻居，
他家有两个孩子，需要改善伙食。

当然，这期间我也没闲着。4月7日早上，我用网络链接做了一个采购意向的调查，发现当
时居民的整体需求排序是，蔬菜呼声最高，其次，需要油、调味品，方便面，水果、鸡蛋
这些的也不少。所以在等待蔬菜的过程中，我做的第二个团购是鲜奶，在某牛奶品牌的
APP上先后定了800盒，每户限购一份，几乎秒光。奶是4月8日订的，4月11日才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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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7日，上海，奉贤区银河居委，志愿者和居委工作人员进行物资的分拣和配送，
保障居民生活。（图｜视觉中国）

也有4月8日当天就送到的东西，当时我联系到附近的一个水果店老板娘，可以发25箱香
蕉，每箱18斤4串。我算了一下，如果一户买了，跟3户邻居共享，最多的话，有将近900
个家庭能吃到香蕉。香蕉我是卸完货才开始卖的。卖完香蕉，我能明显感觉到，居民对我
的信任增加了，起码觉得我是可靠的。

在这之后，我又组织团购了美团的盒饭、常温牛奶、大米、鸡蛋、方便面、橙子（加上香
蕉，水果只团购了两次，因为实在太重太重了）。几百上千份，基本上都是秒光。说实
话，每次开团，我都感觉自己成了李佳琦，不同的是，我不用直播吆喝。

最难解决的是肉，我们小区的肉直到4月12日才采购到位，是小区的一个居民联系的。他找
到了沃尔玛的资源，4月9日就联系了， 138一份，有腿肉、五花肉、大排片，订了1000
包，200包分到隔壁小区去了，从我这里卖出去780份。

我们小区现在划成了防范区，也就是疫情严重程度最低的区域。根据上海的政策，我们可
以在小区里或者上马路上走走，很多居民下楼跑步遛狗，也有小孩下楼骑自行车，小区里
算是有了一些欢声笑语。但物资目前还没放开，我现在还在定汤包、调料这些，水果也要
继续定，还有米、面粉、尿不湿。但我的计划是，要把频率降低，因为前面实在太累了。

四

 
从4月5日以来，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基本都在18小时左右。要做的工作特别多：第一得选
品，得跟老板谈判，不光要谈货物够不够，什么时候发货到货，还要谈出了问题怎么赔
偿；第二得上架；第三得跟居民发公告；第四得做市场分析，发调查表；第五得去做搬运
工；第六得组织领东西，之后还得做售后。

以4月10日为例，我早上6:30就起床，开始整理订单做成表格。表格可以从平上台直接导
出，麻烦的是要核对数据，要对特殊订单做标记，甚至要打电话跟居民确认信息。为了做
表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WPS的会员。

表格做到上午11:30，做完拿给一个志愿者助手。助手把表格打印出来后，再发给各个楼的
志愿者。志愿者根据表格领物资，然后到各栋分发。表格全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一是涉
及到很多做表格的技术，别人不会，二是订单里私人信息太多，越少人知道越好。发送给
助手的名单，我都会基本隐藏掉居民的电话号码。

做完表，我就去居委会开会，然后回来继续组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采购。当天20:30，4月7
日大规模团购的第一批蔬菜终于到了，先消毒，然后分发。因为表格是按楼栋和户号分好
的，所以320份菜半小时就分完了，效率其实挺高。但到了23:30，第二个绿叶蔬菜包又来
了，比预计早，不能放，必须当天发掉。当时好多居民都睡觉了，志愿者也不多了，我跟
剩下的志愿者一直配送到凌晨快2点才回家。

不过做了这么多天团购，整体来说，居民对我比较认可。前两天我做了一个调查问卷，调
查居民对社区统一采购的满意度，选项共三个：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最后大约
500个人填了表，只有三个人不满意，基本满意的占25%左右，剩下的都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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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3日，上海，志愿者为社区居民上门配送大米等生活物资（图｜视觉中国）

复盘一下，我在团购中体现的这些能力，可能跟我的学业和工作经历有关。读大学时，我
是团委组织部长，经常组织活动。毕业后，我入职英特尔，只是一个普通IT员工，但也很
热心，记得2010年，我还组织同事团购过一次汽车防烫伤坐垫。那时没有智能手机，都是
用邮件组群发的，也没挣钱，但我乐意。后来，我在因特尔做了运维经理，兼任IT采购，
所以知道，应该搞满意度调查，并且根据大家的反馈做一些调整。

另外，我能快熟摸清一个家庭的需求，以及背后的资源，跟我平时喜欢买菜，做家务多有
关系。这次上海疫情中，像我这样组织团购的男性“团长”很少，大多是女性，也是因为平
时主要是女性在操心这些事。

我热心组织团购，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从小在静安区的弄堂里长大，小时候弄堂里的
邻里关系很和睦，邻居都认识，经常互相借个调味料什么的，孩子们会一起楼下玩，夏天
晚上，大家也会出来一起乘乘凉，吹吹牛。对我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社区关系。

如今在新小区里，居民关系是比较冷漠的。借着这个契机，我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打造一种
新型的邻里关系，让大家更团结一点。另外，我将来也想进入业委会，为社区建设做一些
事情，组织团购应该能让大家更熟悉我的做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