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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文 李英平/图

3月 6日上午 11点，在市区曙光街与迎宾
路交叉口附近的心甜干鲜果店门外，只有两位
排队买水果的顾客。这天是该店开门的第一
天，顾客并不多，店内除了干果、牛奶等，货架
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种类比较齐全。

60多平方米的小店内只有老板邵六菊和
她的妹妹邵巧，店员还没有回来上班。戴着口
罩的邵巧在为顾客称水果，邵六菊根据顾客的
需要装水果。虽然恢复营业了，但防疫措施不
能马虎，店门口的桌子上摆放着口罩、一次性
手套、测温计及消毒液等，还有打印好的门店

消毒登记表，显眼位置贴着“请佩戴口罩，依序
排队，间隔1.5米”的温馨提示，外墙上贴着“新
华区食品流通单位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告
知书”。

邵六菊说：“口罩是为顾客准备的，如果顾
客没戴口罩，我们会免费送给他们。进店选购
水果的顾客需要填写登记表、量体温、消毒。”

本来准备趁过年大干一场的邵六菊没想
到出现了疫情。复工第一天，虽然和去年同
期不可比，但是她相信以后每天都会比今天
好。她盼着疫情早点结束，那时候所有人都
能随心所欲地出入，大街上又会恢复到以前的
繁华。

水果店老板邵六菊的自述——

A

扫码关注
了解更多

水果店开门了，老板邵六菊：

目前以配送为主
相信以后会更好

为了保证配送安全，我们防护得很到位，
随身携带一瓶消毒液。给顾客送货的时候都
是放到小区门口，先用酒精在外边的塑料袋
上喷喷，回家也先消毒。今年是我们送货量
最多的一年，多年积累的送货经验这次都用
上了。

前几天听说能复工了，我妹妹提前一星
期去社区备案，并进行了两天的培训，之后签

了承诺书，按复工要求准备了消毒液、口罩、
体温计。3月5日，我和妹妹对店内进行了整
理和全面消毒，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

第二天上午 9点半，曙光街街道沿西社
区和新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工
作人员就来检查了，检查完符合条件就开门
了。刚开门顾客并不多，目前还是以网上订
购为主。

刚开门顾客不多 目前以配送为主

15年前开店的时候，我还是个姑娘，转眼
间，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大儿子上高
三，最小的4岁。

我们家以前是卖糖炒栗子的，父亲最早
在体育路小学对面开店，那时候店面只有几
平方米。后来，体育路的店拆迁了。我在曙
光街租了个三四平方米的门面房卖糖炒栗
子。我很喜欢吃干果，慢慢地扩大了店面，开
始卖干果和水果，一干就是15年。小店也从

最初的三四平方米变成了现在的 60多平方
米，又开了两个店，一个在优越路，一个在市
九中对面。

曙光街店有 3个店员，另外两个店各有
两名店员。腊月二十九员工就放假了，正常
情况下他们正月初六就要上班，但受疫情影
响，店无法营业。我有些着急，干果还好说，
水果不能长时间存放，这一关门损失太大了，
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喜欢吃干果 才开了干鲜果店

疫情发生以来我每天都关注新闻，看到
形势越来越严峻，很是担心。当时市区大多
小区已经不让随意进出，很多老顾客给我留
言问能不能送货上门。于是，我决定把家人
发动起来，为顾客免费配送水果，这样可以减
少一点经济损失。

给顾客配送水果的过程中，还会根据他
们的需要捎带买菜。我们每天上午根据订单
分货，下午开始配送，天天都忙到半夜，最晚
的一天送到深夜两点，那位顾客住在和顺路
西段姚孟电厂附近，说多晚都愿意等。有位

顾客说她很久没吃肉了，能不能帮她买点
肉。我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买到，后来托熟
人买了8斤（1斤=500克）肉，分成了3块，给3
位顾客送去。有一位家住建设路东段六六盐
家属院的顾客说准备蒸馍呢，没有发酵粉，我
跑到一个卖调味品的店里，给顾客买了10袋
酵母送过去；二矿家属楼一位老人行动不便，
儿媳妇带着孩子也没法出来，我们隔段时间
就会给他们买点米、油和菜送去……其实我
们接的订单中，不少顾客买的水果量并不多，
但是我觉得能帮到别人，心里就很开心。

疫情期间免费配送水果 帮顾客购买生活用品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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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文 李英平/图

昨天一早，戴着口罩的刘章福像
往常一样来到市区胜利街农贸市场内
自家经营的大众商店鲜菜行。开门、
消毒……一系列常规操作完成之后，
小店迎来了早起买菜的顾客。

当天中午 11 点多，顾客多了起
来。蔬菜品种齐全，叶子菜很新鲜，耐
储存的胡萝卜等量更多一些。刘章福
和家人不时整理着菜摊，给顾客称菜
时还不忘提醒大家保持距离。

今年58岁的刘章福是许昌市襄城
县人，1993年来平，在胜利街卖菜。如
今，这间40平方米的铺面是整个市场
比较大的一家，也是刘章福全家的经济
来源。今年春节，受疫情影响，他家按
部就班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此前，胜利街农贸市场被暂时封
闭，近几天才刚刚开放。如今各家店
铺也已陆续开张，街上市民多了起来，
重新散发出浓浓的烟火气息。刘章福
充满希望，也很有信心，只盼疫情过
去，一切会更好。

鲜菜店老板刘章福：

情况正在好转
对将来有信心

说实话，天天看着疫情的各种新
闻，我也害怕，我天天在外头跑，在一
线值班，家里人也担心。我家的鲜菜
行是我们夫妻俩和儿子、儿媳四个人
打理的，全家人都指着它生活。虽说
做生意有赔有赚，今年的情况跟往年
肯定是不能比了。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慢慢好转，这
两天胜利街市场重新开了，符合条件
的能正常营业了。我每天从早上 8
点开门经营到晚上7点多，销量慢慢
也上来了，一天能卖出一千来斤菜，
和以前也快差不多了。

虽说目前形势正在好转，但还是
不能放松，不能盲目乐观，我早上来
店里第一件事就是消毒。工作人员
每天组织对整个市场两次消毒，人员
量体温登记。大家都盼着疫情早点
结束，早点恢复正常生活，我相信一
天会比一天好。

情况正渐渐好转，对将来有信心

蔬菜店主刘章福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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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从老家襄城县来到平

顶山市区，就开始在胜利街卖菜。当
时胜利街市场还不是一个正规的农
贸市场。我经过将近20年的打拼有
了现在这家店铺，在市场里算是比较
大的铺面了。

今年春节放假前，生意还没有受
啥影响。正常情况下，正月初六就该
开门了，但是由于疫情影响，节后市
场暂时关闭，封闭管理时，胜利街市
场只留一个出入口。市场管理部门
派人轮流在卡点值班。我也是其中
之一，不值班的时候就给居民送菜。

不管啥时候，居民吃饭的事儿
是最重要的。作为市场上的老商
户，胜利街农贸市场管理所组织我
们分成 3个小组，从正月初六开始，
跟着党员先锋队往附近的十几个居
民小区配送菜，最远的送到百合金
山小区。

说是配送蔬菜，其实只要居民要
求的啥都送。米、面、油、盐、酱、醋……
居民列个单子，我们没有，就到超市去
买。我们小组每天的配送量起码有
六七千斤（1斤=500克）。小区封闭
管理，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特别是一
些老人，生活不方便，我们能帮就多
帮一点。

蔬菜配送谈不上什么营业量，实
际上我自己的蔬菜每天也就几百斤，
都是以最低的价钱保障居民。比如
说市民最常吃的萝卜白菜，都是一两
元一斤；像小白菜，正常卖的价格是
三块钱一斤，配送的是两块钱。居民
们也很欢迎，都加我的微信。

你问今年的营业额？这个营业
额和往年是没法比的。往年同时期，
一天蔬菜销量差不多有三千来斤，现
在只有几百斤。2003年“非典”时也
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市场封闭期间，给居民配送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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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面对记者的镜头，正在店里整理水果的邵六菊脸上露出了笑容。 昨天一大早，刘章福就在店里忙活着摆放蔬菜，等候顾客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