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是一个特别爱追潮流的

人。在我记忆里，排队去哄抢一款网

红产品的经历不曾出现过。

可 2014 年这一整年，我却坚持

每月就准时去医院排队等开门，整整

坚持了 10个月。由于身体原因，我

从知道怀孕开始，就得积极配合医生

保胎，我就诊的医生团队也是沪上极

火的团队，他们的号都要靠“秒杀”，

或向黄牛购买。

印象特别深是那年冬天的一天，

天亮得特别晚，风很大。或许是因为

扎堆生孩子的准妈妈多，又或许是我

产检的这家医院名气实在太响，早晨

5点多我赶到医院时，就已经排起了

长龙。看着那么多挺着大肚子的准

妈妈冒着严寒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开

门，我当时真是五味杂陈，有感动，有

叹息，有敬畏，也有无奈。

不过，等我生产完，再去医院复

查时，发现这家医院已经开始改进

了，支持通过微信、支付宝等预约就

诊了，这样就不用一大早去医院排队

了。约定时间后，准妈妈们只要提前

半小时赶到医院就行，几乎不用排队

就能就诊。此举大大节省了病人的

时间，也缓解了医院人满为患的情

况。

真心感谢科技进步带给人们实

实在在的方便，也希望排队在医院等

公共服务机构成为一种历史，将真真

切切的便民服务带给每一个市民。

希夷微

排队可不是当今社会专属的，我

们小时候也排队，且是物资不丰富时

代的产物。

那是 1972年，同学告诉我，静安

寺的新华书店有新书卖，我忙和同学

一起赶了过去。那日卖的书是郭沫

若写的《李白与杜甫》一书，6元钱一

本。6元一本书，在那时属于比较贵

了。也许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没有什么像样的书籍可看了，所

以，《李白与杜甫》一出版，就引来无

数市民排队，我最后也是排队 3个多

小时才买到了一本。后来，向我借这

书的同学很多，同学又转手借给了别

人，传了几手后，也不知道传到哪位

同学手中，最终也没找回来。

还有一次排队，我也记得很深

刻。那时，我刚读中学，物资十分匮

乏，弄堂里的小伙伴经常为了买点

鱼、肉之类的副食品，深更半夜约好

到小菜场排队。四五个小时的排队

后，我们终于买到点小带鱼、小黄鱼，欢

天喜地地回家，立即清洗、腌制、晾晒。

第二天晚上放学回家，就让母亲油煎

一下，煎得喷喷香，可以吃上好几天。

1987年，儿子出生后，户口在崇

明，没有牛奶配给；妻子又没有奶，这

可愁死我们一家子了。于是，我早早

起来，骑车到牛奶棚（当时的上海牛

奶棚食品有限公司江宁路店位于昌

平路 318号）排队买牛奶。在牛奶棚

买牛奶，一次只能买 10瓶，去晚了就

买不到。所以，我总是半夜时分就去

排队。就这样，在保证每天买 6瓶牛

奶的情况下，儿子健康成长起来。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腾

飞，物资丰富，这种排队的情景一去

不返，幸福生活值得我们珍惜！

卢忠雁

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尤其是

十三亿人口，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国

情了。人多、资源有限，排队是不可避

免的，也由此出现了不少不文明现

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文明程

度的不断提高，虽然有时排的队还是

很长，但总体上更加有序，体现出了社

会的进步。

以世博会为例，从入门开始，就采

取通道硬隔离式排队，使承载量达到

最大化，把汹涌的人流纳入可控的轨

道，有效避免拥挤和踩踏。只要人流

动，就不会发生壅塞，人们的情绪就会

处于可控状态。实践证明，这种排队

方式是比较好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是

最好的选择了。

除了传统的排队方式外，现在又

有了更人性化的排队叫号系统。如到

银行办理事务，可先到取号机上取一

张小纸条，上面有号码，告诉你在哪个

窗口办理业务、前面还有多少人，这就

让顾客可以妥善安排自己的时间，先

办其他事，时间差不多了再回来接着

排队，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再比如看病排队，也是百姓关心

的问题。为此，很多医疗机构都动了

不少脑筋，一开始是普及叫号系统，但

还不够，现在又推行预约就诊，尽量减

少老百姓看病等候时间。预约又有多

种形式，如诊间预约、电话预约、网上

预约和自助预约等，不仅可以预约科

室和医生，还可以预约具体时段，这样

可以有效疏导人流。同时，交费有了

自助支付、微信支付、一卡通等方式。

前不久，市医学会皮肤科在南翔

医院举办义诊。一开始，我们没想到

会有那么多人来咨询，现场秩序一度

有些失控，我们紧急运来数十个圆凳，

让老人们坐下来排队，才让局面稳定

下来。这次义诊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组织任何活动，都要好好研究如何发

号、如何排队、如何疏导人流等。排好

队也是一门学问，需要动一番脑筋。

周海龙

说起排队，我就想起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那时候僧多粥少，物资匮乏，

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排队，甚至无视

秩序而插队，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可如今，商品多得都卖不出去，为什么

又会经常出现排队的现象呢？

记得早些年，由于苹果手机横空

出世，我女儿心痒痒的，也想买一个。

iphone4s上市时，我体验了一把通宵

排队的场景。在南京路上的苹果旗舰

店里，人头攒动，我饱受了冬日整夜严

寒的煎熬，终于让女儿赶了场潮流。

后来我才知道，如此排队有商家

雇人造势的嫌疑。其实，排队多是商

家促销炒作的有效手段：房产商新楼

开盘雇人排队，新店开张也雇人排队

造势，故而出现“排队兼职”、“充场服

务”的“排队托”。网红店也以排队吸

引眼球，“鲍师傅”和“喜茶”两款网红

食品店里，排起长龙，有人不惜花费六

七个小时尝鲜。这种制造火爆假象的

“饥饿营销”和“病毒式营销”策略，似

乎成为衡量一间餐厅是否受追捧、是

否受欢迎的标准之一。

作为网红食品，网络的助推，微信

公号、微博的大肆宣传，社交媒体的铺

垫、媒体的报道，都成了商家的宣传手

段，加上开业时的排队造势，舆论一次

次发酵，吃个网红美食，似乎不排队不

行。上海有种说法叫“人来疯”，排队

就是“人来疯”的表现之一。如果谁能

拎几杯“喜茶”奶盖茶和“鲍师傅”肉松

小贝，定会引来羡慕的眼神。其实，并

非是网红美食有多好吃，实在是排队

成本太高。

这种排队造势，不仅秩序混乱，还

占用人行通道，实在不可取。建议那

些确实需排队的商家，不妨采取软件

拿号、现场取号、短信通知的方法，把

美食和便利一起交到市民手中。要知

道，酒香不怕巷子深，真正的美食不需

要用“排队”来制造。 姜宗仁

商家的营销手段

科技或可终结“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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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有时排队是不可避免

的，但如何优化排队、减少排队时

间、保证排队秩序则体现了管理者

的服务水平、掌控能力和担当，同时

严格遵守排队秩序、不急不躁、友善

礼让也体现了排队者本人的文明素

养。从某种角度上说，排队也可以

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

老百姓的自身修养。——@九龙
生活中会遇到很多排队的情

况，以平和的心态等待总会等到。

多数排队都是被动的，希望我们能

够在有些关键时刻主动排队，比如：

献爱心捐款时、救助他人献血时，自

告奋勇的排队更美好、更具观赏

性。 ——@张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商品

都是紧俏物资。隔壁爷叔家的女儿

要出嫁，爷叔为办喜宴买不到食品

而发愁。得知大队代销店有白酒

卖，但规定每人限购一斤，爷叔就在

村子里挨家挨户打招呼，请小囡帮

忙去排队。我们半夜排队，把一整

缸白酒都买了回来。爷叔请我们吃

糖，甜到心里头！ ——@顾纪荣

七嘴八舌

排队和“网红”，谁推了谁？
现在，层出不穷的网红产品，正

不知不觉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奶茶、青团、肉松包、餐厅等。

在市区，有些网红店家至少要排队 6
小时呢！

我也在嘉定的王家沙开张时，排

队购买了网红青团——蛋黄肉松口

味。那时还没到青团销售旺季，但不

少媒体就开始在各种平台上做起了

宣传。我看了以后觉得：“哇！肯定

很好吃！去晚了肯定买不到，要早点

去排队。”说干就干，我立即赶往现

场，但是长长的队伍让我望而却步，

排了一会儿队就放弃了……我想，等

下逛完商场过来买吧！急什么？可

是，我下午 16：00再到店里时，店员

告诉我：“网红青团已经销售一空，只

有豆沙味的青团，只剩下最后 2 盒

了。”青团的热销，让我重燃斗志，第

二天，我坚持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终于买到了心仪的网红青团。

但是，等买到网红产品的热情消

退了，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为什

么店家不能通过更方便的方式销售

产品呢？比如通过网上取号预定的

方式，或是打电话获取提取码，再前

往线下提取相应的青团。

网红界也不乏一些老鼠屎。有

些无良商家故意雇人排队，营造出门

口热火朝天的假象，以达到博人眼球

的效应。于是，有些普通的产品，在

店家、黄牛、媒体等推手下，硬生生被

打造成“网红”，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翻

了几番。但这样的饥饿营销，最后买

单的不还是消费者吗？

宗心怡

“排了两个小时，终于喝上了XX茶”——清新的配图加上略带优越感的文字，在前段时间成为
不少年轻人微博、微信朋友圈里的常态。

网红店购物要排队，等车要排队，看病要排队……排队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有些排队是
难以避免的，比如看病，比如在物资匮乏年代购物；而有些排队是可以通过主办部门采取措施而避
免的，比如参加大型活动；还有些排队纯属营销手段，比如排队买网红产品等。

每个时代，“排队”依旧，只不过原因和方式不尽相同罢了。今天，你排队了吗？

排队也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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