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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商”的真实答案
mp.weixin.qq.com/s/U-nE_JcC0kBRs97W6osL2g

灰鸽叔叔 2022年05月16日 03:09

，
1

 刚才，上海的新增病例数已经降到了三位数，显然还将继续降下去。
 
昨天领导在发布会上说，“5月16日起推动复工复商”，大概半小时后，就有外地的朋友“祝
贺”我，说你看，终于可以安排上班了。新闻里头，上海的商店里都有不少人了。
 
我就有点哭笑不得。
 
一直到下午，另一位朋友在朋友圈里的抱怨，倒颇符合我的心声：
 

 
“5月16日起”的这个“起”，其实和杂货店里“本店全场三折起”的“起”差不多——当然，有这
个“起”总比没有好一些。
 
昨天晚上在视频号里直播连麦，作为首批复工的工业类企业，老朋友土豆谈了谈自己的复
工经历，为了让外地的朋友明白，我们就直接聊了几个关键点：
 
比如，大家可能听不懂什么“工作区域闭环管理”，那我们就用大白话说：“在单位”和“在
家”是二选一的，你要去上班，那就不能回家。
 
比如，大家可能听不懂什么是“重点企业”，我们就告诉大家“重点”在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
例；
 
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如果没有单位食堂、单位宿舍，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
顾，“复工”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友好的事情。
 
再加上部分社区非常抵触的心态，比如土豆就遇到社区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复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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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知道“起”字的压力非常大。
 
昨天下午，不少大型商场询问各家店长“开店可能性”，大家的回复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不是“不想复工”，而是真的“复不出来”。
 
大家不可能都带着七天的内裤睡到店里，也很
难从社区拿到通行证。就算硬着头皮开了店，
没有顾客，只能加速倒闭。
 
所以，先别看到新闻，就“恭喜恭喜”。问问具
体的上海人，他们会给出更真实的答案。
 
2
于是就有朋友宽慰说，哎呀，这也没关系，耐
心等一等，大家的需求是积压的，复业是很快
的，说不定会“报复性反弹”。
 
我说这也太心灵鸡汤了。有些需求，没有了就
是没有了。正如网上的分析，我三个月没理发
了，就算解封了，也不可能一个月理三次。
 
更何况对许多企业来说，Q1是一个年单的执
行季，没了就是没了，对应的业务早就拨到了
其它城市的企业里。
 
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个典型的乙方，业务规模
可以缩得很小，最小的单元模块就是写稿子写
脚本。大家可能会说“哇，太好了，可以居家
办公啊”——
 
对。但请想想，是谁让我写稿子啊？大家知道
不知道有一个项目是“带你去旅游”啊？
 
节目都黄了，要重新立项了，原本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员工已经非常给力了，奋力对接商务，剪存量视频，精神实在扛不住就跳奇奇恰恰，但大
家的协同性肯定没有在一起上班时好。

  
等到了上班那天，存量的需求还作不作数？很难说。它们大多因“不可抗力”被取消了。片场
没法开工，赞助商没法落实，合同上有一句“协商确定”，但怎么协商，谁来协商，法人被封
在家里，公章封在公司里，甲方不知道该怎么办。乙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至于五月份原本的户外营推广，618大促的文稿……



3/7

 
它们都不会“报复性反弹”的。
 
3
其实，让我有些懊恼的，还有“失信”。我想，很多企业也有这样的烦恼。
 
在业务上，我一直认为我和这两个字绝缘，但这次却扎扎实实地被打上了“失信”的烙印。
 
从三月份起，我就认真地卡着各种防控通知安排时间，“两天后就可以了”、“五天后就可以
了”、“快递下周一就能发来”……

  
我以为没问题，但结果全是问题。我确实没有料到两天后还有两天，五天后还有五天，有
些外地的合作伙伴说，就是等你才拖到这天，怎么你又说话不算数了呢？你这样没法入库
啊，那我们只能把这个业务给其他公司了。
 
明年能不能“撬”回来？我不知道。但“说话不算数”，哪怕再“不可抗力”，终究不是一个好印
象。
 
有些人失信，是有一堆人会帮忙解释、呼吁大家理解的；但因为他们“失信”导致的我们
的“失信”，是没有人会原谅的。
 
很羞愧。
 
前几天，上海的媒体写了一篇《街边小店的温情与希冀藏在一张张小纸片里》，大概的意
思是，“虽然停业了很久，但这些小纸片里还孕育着生的希望”，说这些店主心态很好，有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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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记者是否仔细看了这些图片。大家一定要仔细看，看日期，看他们曾经怀揣着怎
样的信任，带着怎样的希望。
 
如果记者有心，三个月后，再去一次。
 
那一定会是一条更好的新闻。
 
4
可查到的补贴政策，不能说完全没用，我也接到了很多慰问电话，但总感觉杯水车薪。
 
税收总得建立在营收的基础上，没营收，也谈不上税收。
 
再低息的贷款也要还，没把握还，当然也不敢借。
 
最令人挠头的是房租。好多亲戚都认为“租金免交”了，我只能无奈地提醒他们新闻稿里
是“租赁国企物业”——到底有多少企业租在国企里——反正我的肯定不是。
 
如果我找到我们公司的物业，估计就是一起抱头痛哭。

  
但是，在几个群里聊聊，发现我还算幸运：
 
有的企业员工数量非常大，“停摆”的人力成本和场租成本再控制也极其惊人；

  
有的也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招投标问题，材料被锁在办公室，结果被外地“截胡”，金额高达一
个多亿。我看着我错过的几十万，感觉都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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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是生物科研企业，实验室培养皿里的材料全废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心血化为乌
有……
 
对这些企业说“报复式增长”“顺利复苏”，说低息贷款，说税收减免……
 
很难。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恢复”之后，大家依然会活在“随时会封”的恐惧里。
 
我们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生存。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
 
也许就在半年后。也许就在下个月。
 
有位科研类的创业者对我说，“再也不做长期的规划了”，“如果你一个研究要持续一年，中
断就要重新开始，那这里显然并不适合。”
 
讨论了半天，最后的共识是：挣一个月算一个月，挣一个星期算一个星期。
 
“快钱”成为避险的合理选择：年租改成月租，年单改成月单，整单改成碎单，慢单改成快
单，自营改成授权，分销改成类传销……
 
这当然也算“自救”，但总感觉对这座城市来说并不划算。
 
5
春天早就过去了。小区外头的樱花开过，谢过。
 
我没看见樱花。
 
花瓣完全消失在了泥土里。
 
我们只是希望，明年还能看到它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