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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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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战“疫”，是全社会参与的一场战斗。 连日

来，文艺工作者为战“疫”一线医护人员与普通人事迹

所感动，创作了音乐、戏曲、美术、书法、诗歌等各种样

式的作品，讴歌英雄，鼓舞人心。抗击疫情，文艺工作者

可不止手中一支笔。 上海文艺人正以各种力所能及的

方式，为战“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日前，上海昆剧团组织一支党员志愿者小分队，走

上街头，协助街道居委会进行疫情的群防群控工作。此

外，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等纷纷组织捐款。“休息不

休戏”，则成为不少戏曲演员的居家日常，为的是以健

康饱满的状态，为观众带来优质作品。

缓解基层工作压力， 文艺界党员志
愿者来帮忙

7 日早上八点多， 两位上昆的青年党员石宗豪和

虞逸雯， 就来到位于陕西南路 271 弄的瑞雪社区居委

会，完成志愿者的“岗前培训”。 “刚开始对于自己所能

做的有点迷茫，居委会负责人讲解之后，把我们带上了

街头，示范引导。”虞逸雯是上昆的财务，与其他常与人

打交道的演出相关工作人员不同， 对于基层服务经验

不多。但是听说能为战“疫”出一份力，分担街道基层的

工作压力，她第一时间举手报名。

九点整，他们穿上印有“上海黄浦”的工作服，戴上

口罩和手套，带着喇叭，很快进入“志愿者”的角色，回

到上海昆剧团所在的绍兴路， 进行八小时的巡查引导

工作。这条不足 500 米长的小马路，五分钟即可从头走

到尾，平日人流不大，可谓“闹中取静”。 可由于沿路老

小区多，又毗邻瑞金医院，这里防疫压力并不小。 所以

这就需要志愿者沿街播报注意事项， 劝导居民佩戴口

罩，并留意一些返沪人员动态，及时询问引导，帮助他

们完成必要的预约登记。

“刚开始对于是否要派上昆党员参与户外一线的

志愿工作，也有一些忐忑。 ”上海昆剧团党总支负责人

说，这周初，他们就联系了共建单位瑞金二路街道，感

受到近期基层工作人员人手紧缺，压力很大。 而且，这

是在户外与人面对面打交道的工作，存在一定的风险。

没想到，这个想法得到上昆两个支部 50 多个党员百分

百地响应支持，他们纷纷要求报名参与。同为绍兴路的

一员，上昆人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希望能够在返工返沪

时期，减轻基层服务者的工作压力，共同守护这片“文

艺街区”的宁静与安稳。

为期四天的巡查工作， 最终由上昆的八名党员两

两一组共同完成。这些志愿者，有演员、演奏员，也有中

层干部、幕后工作人员，涵盖全团各个职能部门。 在助

力基层工作同时，剧团也做了不少工作保障职工安全。

“团里为我们配备了口罩等防疫用品，不过我自己的够

用，就先用自己的了！ ”虞逸雯这样说。

“等疫情稳定，我们剧场见”

在上海文艺界，以个人名义或集体名义捐款捐物的

不计其数。 王文娟、尚长荣等老艺术家在录制视频为武

汉加油之余，更做出表率，带头捐款一万元。 在他们的带

动下， 上海越剧院、 上海京剧院先后募得 20多万元善

款，第一时间捐至上海慈善基金会专项募捐行动中。

从前鲜少更新朋友圈的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

最近成了“刷屏人”，每天都会转发 20 多条疫情相关内

容。 其中医护人员和普通人感人事迹，被敏感的她第一时间收集起来，提

供给沪剧院的编剧蒋东敏，完成《阿拉上海人》《一路有你》小戏创作，并在

各大网络平台上线。还有一些新闻，成为她尽可能调动身边社会人脉资源

支援物资的动力。 去年末在武汉演出沪剧《敦煌女儿》“圈粉”一波年轻观

众，如今武汉疫情形势严峻，她与工作人员时时与这群年轻人保持联系，

互报平安。 双方约定“等疫情稳定，我们在武汉剧场看《雷雨》！ ”

为了这份与观众的约定，不少戏曲演员纷纷开启“居家练功”模式。上

海淮剧团的演职人员还为此想出一个口号“休息不休戏”。 春节前《闯上

海》的创排工作没有因为疫情而中断，通过微信群电话，实现“云上排练”。

而一些戏曲青年演员，更利用家中墙壁、地毯，创造条件居家练功。

他们还表示，等疫情过去，以饱满的表演姿态和优质作品回馈观众，

同样义不容辞。

心理热线解开“睡不着”的谜团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师宝

家怡接到张女士的电话， 是在清晨 5 点。

“医生， 我睡不着， 数羊也没用。” 语气

极快， 焦虑感从电话那端清晰传来。

受疫情影响， 大多数人过起了 “大

门不出， 二门不迈” 的日子： 吃饭、 看

电视 、 刷手机 ， 早上赖床 ， 中午午睡 ，

到了晚上反而睡不着了 。 2 月 4 日起 ，

持续运营了 30 年的上海市心理援助热线

“12320-5” 集结 38 名医生远程驰援武

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援助热线 “心心

语 ” （027-85844666）， 24 小时不停歇

为全国服务。

如何缓解失眠是咨询最多的问题之

一 。 “有时候一两次睡不着是正常的 ，

您失眠多久了？” 宝家怡耐心询问， 得到

的回答是， 快一周了。

很多时候， 失眠只是一个表象， 通

过热线， 心理咨询师会和对方一起探索

个体化的困扰， 找到 “睡不着” 的压力

源头， 解开这个谜团。

近半小时的沟通， 双方一起渐渐拼

凑出张女士在家时的状态： 每天早上睁

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看看最新

的疫情报告， 手机不离身的她一整天要

刷无数次， 与朋友讨论最多的也是疫情

的各种消息。

“信息过量加剧了她对疾病的恐惧

感。” 宝家怡说，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张

女士深层次的焦虑实际上来自于对家庭、

对父母的担忧。

疫情面前， 年轻人纷纷追踪着疫情

的实时报道， 成为了坚持戴口罩的主力

军。 而平时注重养生并经常给孩子们转

发养生文章链接的中老年人， 却不怎么

爱戴口罩， 还想着去串门聚会， 对儿女

们的劝阻置若罔闻。

张女士的父母就是如此。 “家里的

父母好像对新冠病毒不甚在意， 让他们

戴口罩也是勉勉强强， 有时还会趁我不

注意去外面溜达 。” 张女士语气很快 ，

“这几天复工了 ， 我势必会接触很多

人， 爸妈又不甚在意， 万一出了什么事

怎么办 ？” 她话语间有对父母的埋怨和

担忧。

“一个家庭中总会有人焦虑， 父母

不焦虑 ， 那小辈就要焦虑了 。” 宝家怡

说， 此次疫情来临， 年轻人的反应速度

比老年人快很多， 很多人不仅要顾自己

还要顾家人， 一不小心就变得忧心忡忡。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宝家怡这样

鼓励她 ， 有压力自然是正常的 ， 不过 ，

我们也可以尝试些方法找回对生活的掌

控感。 不如就从放下手机， 捡起平日里

因为繁忙的工作而不得不放弃的小爱好

开始。

宝家怡说， 在重大疫情面前， 适度

焦虑对大众来说是难免的， 有时也是必

要的。 它能让大众采取积极措施防控疫

情， 但不应让此占据生活的重心， 失去

对原来生活的掌控感。

宝家怡建议， 防疫期间， 市民仍应

保持原来的生活节奏和规律。 “不妨先

从控制每天接受疫情相关信息的时间和

信息量开始， 转移注意力， 多听听音乐、

看看书”。

“宅家抗疫 用心守望”系列报道②

“抗疫”花语：

祝福健康平安
情人节前夜， 陕西南路北京西路路

口， 一家小花店的灯光在夜色中格外醒

目。 往年这段时间正是花市、 花店最忙

碌的日子， 不过今年这里不接待登门的

顾客， 如果需要买花， 都要通过线上预

订。 花店主人说： “我们主动响应疫情

防控号召， 从春节到现在一直处于关门

状态。 从 2008 年开业至今， 今年的情人

节是我们过得最困难的 ， 与去年相比 ，

预订量少了九成。” 他发现， 这次情人节

订单里的花卡祝福语， 少了 “你侬我侬”

的爱意表达， 更多的是祝福另一半健康

平安。 有一位顾客的花卡祝福让他们很

感动———“希望如约而至的不只是春天，

还有疫情过后平安的你！”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复工后， 临港企业上海航天壹亘利用视频指导形式进行产线调整， 抓紧

加急订单的组装工作。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供图）

临港新片区：克服短期困难，争取飞出更多金凤凰
在全力以赴防控疫情的同时，推出务实举措支持企业有序复工

紧张复工、视频签约、机制改革……

在临港新片区，一方面全力以赴做好疫

情防控；另一方面 ，各项务实举措正支

持着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有力抓好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确保临港新片区今年

开发建设任务和经济指标按计划完成。

截至目前，已经有 620 家企业复工，超 3

万人重新走上岗位。

“当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阶段，各

项目主体必须构筑群防群控、 联防联控

的‘铜墙铁壁’。 我们也要依靠全社会同

舟共济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在打好打赢

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同时，尽快恢复经济

社会正常秩序，”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朱

芝松表示， 临港新片区一定能够经受住

考验、克服短期困难，迎来更大、更快发

展， 加快建设成为制度创新高地和高质

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不断飞出金凤凰。

复工背后
细致的“一人一策”

2 月 10 日春节后复工首日，特斯拉

上海工厂迎来 1000 多名佩戴口罩的员

工，经过测温，他们陆续进厂上班。 特斯

拉今年一季度起将进一步扩大生产建设

规模，复工后也迎来一批新员工入职。针

对复工后的职工住房、 餐饮后勤等保障

需求，公司协调各方资源，制定针对性解

决方案，保障平稳有序复工。

如期复工离不开属地相关部门的全

力支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临港集团已

协助特斯拉工厂解决了 600 名新增员工

的住宿问题；同时，协调奉贤区为其配套

企业及时复工复产做好支持准备。

“前期在走访对接中 ，了解到特斯

拉工厂的防疫物资储备不足，我们动员

各方力量，筹集了一万只口罩。 我们还

联系到辖区内的企业，紧急协调帮助特

斯拉工厂安装高精度的测温门，让大量

员工能够快速进出厂房。 ”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高新产业处孙筱和介绍， 目前，

特斯拉工厂复产复工的人员占总人数

的三分之一。 对于一些从外地返沪、存

在住宿困难的员工，新片区管委会也与

临港地区各镇政府紧急筹措房屋，安排

其及时入住， 并且实行一人一方案，让

员工尽快上岗。 预计在近期内，工厂就

能全面恢复产能。

“孔加热到 75℃，安装至轴承后再

进行自然冷却。 ”在山西老家的任德盛

正在给临港新片区企业———上海航天

壹亘机床加工线上的赵金萍进行远程

指导。 复工第一天，生产部的主要任务

是要完成去年年末签下的机床订单组

装工作，转台的轴承是其中关键一环。

这家公司主要产品涉及航天航空、

船舶等装备制造行业，复工是为了完成

紧急订单的加工任务。 生产部总监唐鸿

雁进行全流程的监督，希望 2 月底前能

交付完整的机床。

对于口罩、消毒液等复工企业急需

的物资，目前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加大了

多方筹集的力度， 并针对中小企业、重

点园区和薄弱环节区域，及时加强物资

应急保障。

特殊签约
打响产业发展头炮

临港新片区前天举行了一场特殊

的项目签约仪式 ， 年内首批重点产业

项目以电话协商沟通细节 、 网上连线

确认协议 、 在沪代表逐个到场签署的

方式 ， 与新片区管委会落实了各项合

作条款。

进平、 赛特斯、 御渡半导体等 12

个签约的产业项目涉及集成电路 、人

工智能 、智能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

新材料 、 新能源和高端智能装备等多

个前沿领域 ，总投资超过 200 亿元 ，为

临港新片区 2020 年产业发展打响了

头炮。

这批项目去年底基本明确了落地

意向，按照原定计划，春节后签约、上半

年完成供地、年内全面建设。 由于疫情

影响，在外地或国外的企业代表无法前

来签约；为了不影响项目进度 ，管委会

和临港地区各开发主体通过电话、微信

等方式与企业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决定

采取网上签约和在沪代表签约的形式，

确定双方的合作方案，给企业投资吃下

“定心丸 ”，确保项目不受影响 、按节点

推进前期工作。

进平公司计划在临港奉贤园区分

期投资建成 9GWH 动力锂电池电芯生

产基地、研发中心及销售中心 ，项目总

投资约 75 亿元、 达产后年产值约 150

亿元。 公司董事长潘载镛尽管未能来到

签约现场，但他在从韩国发来的视频中

表示，“这是进平公司以临港为起点的

第二次飞跃机会。 ”

事权下放
发挥自主改革权

最近 ，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由

中国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管理委员会集中行使一批行政审

批和行政处罚等事项的决定 》 正式印

发 ， 对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集中赋权 ，

以推动管委会更好地发挥新片区的经

济管理权和自主改革权。

第一批事项共有市级事权 291

项 ， 包括 156 项审批类事权和 135 项

执法类事权 ； 区级事权 226 项 ， 包括

79 项审批类事权和 147 项执法类事

权 。 主要涉及了投资 、 人才 、 金融贸

易 、 科技创新 、 规划资源 、 建设交

通 、 生态市容 、 文化旅游等事权等多

个领域。

其中 ， 人才方面涉及国内人才引

进审批 、 留学人员及其家属来沪工作

办理户口审批两个重磅事项 ， 使新片

区成为具有人才引进和归国留学人员

落户审批权的特定区域 ； 对于高科技

企业方面 ， 上海市科委直接将高新技

术企业审核和上海市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审核等事项直接下放 ， 使得新片

区对 “专精特新 ” 等科创类企业的扶

持力度显著增强 ， 进一步聚焦发展人

工智能 、 集成电路 、 生物医药 、 航空

航天等前沿产业完善产业配套和创新

生态。

目前 ，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正在组

织各部门开展事权交接工作 ， 以最快

时间完成各项交接工作 ； 加快组建新

片区综合执法机构 、 市场监管机构 ；

尽快启动第二批事权下放工作。

本次实行集中行使的 517 项事权，

也是推动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塑

造 、 产业集聚发展 、 城市管理水平提

升的重要抓手 ， 将有利于更加快速和

高质量地推动新片区经济发展 、 产业

集聚、 优化企业服务、 创新审批模式、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协助企业尽快全面恢复产能

■ 特斯拉上海工厂近日如期复工， 这离不开属地相关部门的

全力支持。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临港集团已协助特斯拉工厂解

决了 600 名新增员工的住宿问题； 同时， 协调奉贤区为其配套

企业及时复工复产做好支持准备

特殊签约总投资逾 200亿元

■ 临港新片区前天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项目签约仪式， 签约产

业项目涉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新能源和高端智能装备等多个前沿领域，总投资超过 200

亿元，为临港新片区 2020年产业发展打响了头炮

30条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接第一版）参与开展与临港新片区

建设以及长三角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

优化升级和协调发展相关的企业重

组、股权投资、直接投资等业务。

在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

面，《意见》明确在临港新片区内探索取

消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资本金专用账

户，探索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试

点；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集团在境

内外成员之间集中开展本外币资金余

缺调剂和归集业务， 资金按实需兑换，

对跨境资金流动实行双向宏观审慎管

理；探索外汇管理转型升级等。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的

出台， 有利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 近期出现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

影响是暂时的，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

长期坚持的政策导向，是长远的，不会

受到疫情影响， 改革的步伐只会越来

越快，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风险

治理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疫情之下，“艺”起前行！

这场云端邀约，上海的艺术家和广大市民都来了
（上接第一版）这一回，他又带着女儿共唱沪语歌

谣，一曲《病毒我不怕》倡导积极防疫、健康生活。

上海金山的一支视频让人忍俊不禁，市民

突发奇想，把每天必不可少的测温流程改编为

防疫版的《无间道》。上海宝山的账号上传了一

系列出自市民之手的视频。有的是以孩子口吻

创作的“洗手七步曲”，直观又明晰的视频，为

孩子们示范了洗手的七大要素；有的是小学生

们用绘画、朗诵等方式为武汉祈福、向一线的

医护人员致敬；还有的是市民分享宅家的亲子

瑜珈，既展示了自我，也将向上的生活态度传

递给了更多人。

当然， 如今严防严控疫情的大背景下，抗

疫仍是人们最为关切的主题。 许多市民随手

拍，从大家的关切点出发，上传了许多防控一

线的工作场景， 如沈海高速公路检查站的日

常、专家介绍防疫抗疫相关知识的“云课堂”、

基层街道消毒的“新式武器”等。这些来自防控

一线的真实画面， 既普及着疫情防控知识，也

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一分安心。

当许许多多普通人都拿起手机记录生活

中值得铭记或令人心头一动的瞬间，人文关怀

的暖流也能化作鼓舞人心的力量，助我们“艺”

起前行，跨越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