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晓鸣丨祁骏

■本报记者 薄小波

烈日下，桃农用汗水浇灌“市”外“桃源”

即将进入黄桃采摘期，奉贤区青村镇的“桃王”费士杰从早到晚在桃园忙碌

进入中伏，天气越来越热，奉贤区青村

镇的黄桃马上就要进入采摘期了。 顶着烈

日，记者来到吴房村著名的“桃王”费士杰

家， 今年整70周岁的老费见面就说：“黄桃

还有四五天就可以摘了，这几天很关键，要

施足肥，让大太阳把桃子的糖分晒出来，做

桃农是很辛苦的。”

老费告诉记者，前一天晩上，他花了2

个小时在桃园里施肥；第二天清早4点半就

又起床了，5点，趁着天气相对凉爽，到桃园

给桃树浇水。老费有两块承包地，一块4亩、

一块3亩，相隔200多米，全部种黄桃。两处

桃园浇完水要花3个半小时。老伴韩秀娥料

理完家务也来帮忙。等两人忙完，太阳已升

得老高了。随后，老费骑着电动三轮车到村

委会领取今年预订的1000只精品礼盒包装

箱，为摘桃上市做准备。

在吴房村，费士杰是有名的“桃王”，种

黄桃已经有40年了。 青村镇和吴房村历年

举办的“黄桃大赛”，老费选送的桃子几乎

“百发百中”，总能获奖，以致近几年大赛的

主办者劝他“让贤”，做“评委”，把获奖机会

留给别人。但即便不参赛，老费的黄桃品质

一点没下降。去年，他种的最大一只黄桃足

足有1斤6两重。

记者问老费为什么他种的黄桃总是比

别人的大？当“桃王”有什么诀窍？“桃王”说

了八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具体说就

是，在种桃的每个环节都要环环扣住，一点

也不能马虎。比如这几天就很关键，桃子基

本成熟了，但糖分还没到，太阳暴晒可以让

糖分出来，但桃树消耗也大，不加肥不行，于

是人就需要冒着酷暑加班，施肥浇水，让黄

桃做“最后冲刺”。这些农活做到位了，接下

来即使桃树上部的大桃采摘了，下部稍小的

桃子还会继续生长，从8月初可摘到8月底。

吴房村是上海第一批9个乡村振兴示范

村之一，是南郊的桃花源，最老的黄桃树栽种

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示范村后，吴房村的

田园乡村景致由中国美院的资深设计师操刀

设计，精心施工改造后，粉墙黛瓦、桃花掩映，

小桥流水、一步一景，相当别致，民宿建筑和

配套项目也让人惊呼太美， 成了美丽新农村

的典型。

风貌提升后的吴房村迅速受到社会各界

与媒体的关注，逐渐成为上海的“网红村”。而

村里唯一的百年老宅就是老费的祖居， 老费

的父亲把这座老宅留给兄弟俩。 吴房村改造

时，兄弟俩协商后将老宅流转给了村里，经原

样整修后成了吴房村的村史室，是“网红村”

的重要景点。

虽然吴房村成了“网红村”，又正在引进

与国际大都市郊区相匹配的一些新产业，不

少村民也都改行从事第三产业， 但老费仍热

爱着他的黄桃事业。黄桃是吴房村的名片，游

客来赏桃花、吃桃子、买桃子回家，桃子总还

是要桃农来种。

记者问老费，晚上还要施肥，下午是不是

可以休息一下？他却说，歇不得，要给桃枝上

支架，防范8月可能来袭的台风。记者跟着老

费来到桃园，他指着硕大的黄桃说：“你看，大

的桃子已把枝头压弯了，要固定好。桃是一批

批摘的，我一般根据订单多少来摘，请一个帮

手的话，一个人一天可以摘1000斤。”他还告

诉记者，他的7亩桃园可产黄桃3万斤，去年年

头不错，卖了19万元。靠这几亩黄桃，没意外

的话，每年十几万元收入还是有保证的。

虽然记者在桃园里待了没多久， 但衣服

已湿透。老费笑道：“我每天从这里回家，人就

像刚从河里爬上来一样。”记者发现，老费的

桃园就在吴房村每年举办黄桃节的主会场边

上。吴房村已成为上海名气越来越响的“市”

外“桃源”，但它的美丽，也是要靠桃农的汗水

来浇灌的。

临港新片区四大产业企业可享受减税
符合条件的五年内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前天联合发布 《关于中国

（上海）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产业企

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通知》 规定， 对

临港新片区内从事集成电路 、 人工智能 、

生物医药 、 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

相关产品 （技术 ） 业务 ， 并开展实质性生

产或研发活动的符合条件的法人企业 ， 自

设立之日起五年内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通知》 规定， 可享受该项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企业， 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在新片区内注册

登记 （不包括从外区域迁入新片区的企业），

主营业务为从事 《新片区集成电路 、 人工

智能 、 生物医药 、 民用航空关键领域核心

环节目录 》 中相关领域环节实质性生产或

研发活动的法人企业 。 其中 ， 实质性生产

或研发活动是指 ， 企业拥有固定生产经营

场所 、 固定工作人员 ， 具备与生产或研发

活动相匹配的软硬件支撑条件 ， 并在此基

础上开展相关业务 。 二是企业主要研发或

销售产品中至少包含一项关键产品 （技

术 ）。 所谓关键产品 （技术 ）， 是指在集成

电路 、 人工智能 、 生物医药 、 民用航空等

重点领域产业链中起到重要作用或不可或

缺的产品 （技术）。

此外，《通知》还对企业投资主体条件和企

业研发生产条件进行了规定。可享受该项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也必须满足其一。

《通知》 还要求上海市财税部门会同产

业主管部门制定重点产业企业认定具体操作

管理办法， 并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该 《通知》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若有符合条件的法人企业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在临港新片区注册登记且从事 《目

录》 所列业务的实质性生产或研发活动， 也

可自 2020 年起至该企业设立满五年期限内

按照本通知执行。

沪苏通铁路已发送旅客逾127万人次

开通运营满月，客流平稳有序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长三角铁路新线客流平稳有序。 记

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沪苏通铁路开通

运营满月， 一个月发送旅客 127.4 万人次。

沪苏通铁路于 7 月 1 日开通运营， 缩短了上海与南通及苏

北地区的时空距离， 大幅提高铁路过江运输能力。 这条铁路是

国家 “八纵八横” 高铁网沿海通道， 也是京沪第二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 北起江苏省南通市， 从既有南京至启东铁路赵甸站

引出， 经南通市通州区， 向南跨越长江， 经江苏省苏州市张家

港市、 常熟市、 太仓市， 终到上海市嘉定区， 全长 143 公里，

设计时速 200 公里。 全线设赵甸、 南通西、 张家港北、 张家

港、 常熟、 太仓港、 太仓、 太仓南、 安亭西 9 座车站。 开通运

营初期， 铁路部门按照日常线、 周末线、 高峰线安排列车开

行， 每日开行旅客列车最高 44.5 对， 开行货物列车 6 对。

沪苏通铁路开通运营后， 向北与在建的盐城至南通铁路和

已建成运营的连云港至盐城铁路、 南京至启东铁路、 新沂至长

兴铁路连接， 向南与上海至昆明高铁等连接， 在鲁东、 苏北与

上海、 苏南、 浙东地区之间形成了一条便捷的铁路运输大通

道， 上海至南通的旅行时间由原来 3.5 小时压缩至 1 小时 6 分

钟， 大大缩短上海与南通及苏北地区的时空距离， 极大便利沿

线群众出行。

同样在几天前， 商合杭高铁合肥至湖州段开通运营满一个

月， 发送旅客 156.5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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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坪地面60℃！“全副武装”体验一线坚守
浦东机场筑起“铜墙铁壁”守护上海空中门户

7月31日上午9时30分， 从莫斯科飞到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俄罗斯航空SU208航

班平稳落地后，停靠在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

77号桥位 。 此时 ， 机坪的地面温度接近

60℃， 早已等候在机坪上的入境航班保障

人员全部就位。

在高温和疫情防控双重考验下， 浦东

机场入境防输入联防联控单位海关、边检、

机场的一线工作者，慎终如始坚守岗位，守

护空中门户。本报记者前天“全副武装”实

地探访浦东机场， 记录下了一线工作者的

艰辛与不易。

机坪上 ， 他们要面对
130℃的“烤箱”

检查设备、接入操作、收空调管、收电

缆设备……机坪上， 桥载设备操作员张磊

戴着口罩，头顶烈日，承受着飞机发动机余

热和尾气的熏烤， 同时还要身背20多斤的

电缆设备进行接撤电操作。

这时，张磊已汗流浃背，却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习惯了。”

按照入境航班闭环管理的要求， 旅客

要配合海关在机舱内接受登临检疫， 必须

分批下飞机， 因此靠桥后要在机舱内停留

更长时间。给飞机提供电源和空调的任务，

就交给了桥载设备操作员。

“保障入境航班的时间比普通航班要

更长，普通航班需要大约40分钟，入境航班

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张磊说。

另一侧， 飞机加油员陆冬青和同事驾

驶加油车来到飞机旁。 飞机加油是露天作

业，严寒酷暑、风吹雨打是常态。虽然发动机

已熄火，但是测温枪显示，发动机的温度超过

130℃。 给飞机加油的地井接头重二三十公

斤、加油接头重十多公斤，陆冬青要弯腰连接

地井接头，高举过头顶连接加油接头，一天需

重复这样的动作十多次，同时还要站立在指

定位置，有时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

机坪上， 行李装卸员的工作强度也很

大。 入境航班货物的装卸是在海关实施消

毒之前， 因此工作人员在装卸时必须穿防

护服，体感更加闷热。

装卸员马海强说， 一次作业就要全副

防护坚持几个小时，只要一开始搬运行李，

没几分钟全身就会浸泡在汗水中。 今年3

月以来， 装卸迎来一项新任务： “客舱载

货” 航班保障， 货物需被拆成 “体积小、

数量多” 的散货， 每个航班约有1000多件，

需一件件人工装入客舱， 从机下拆板人员、

客梯车上递货人员到舱门口接货人员都要

密切配合，协同操作。装卸人员克服各种困

难，到7月中旬，已累计保障“客改货”航班

800余架次。

“全副武装 ”体验 “大
白”的辛苦工作

装卸员口中的防护服有多闷热？ 记者

马上就领教了。结束机坪上的采访，记者进

入航站楼入境航班全闭环的环境， 必须穿

上全套防护服。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记者

按照顺序，先后戴上帽子、口罩、两层手套，

穿上防护服、鞋套，最后再戴上防护面屏。

20分钟后，穿戴完毕，记者已一身汗，防护

面屏上也有了一层薄薄的水汽。“这个速度

不算慢。”医护人员告诉记者，穿戴防护装

备需要足够细致、耐心，就算最熟练的人也

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穿戴完毕。

航站楼内， 上海海关空港口岸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流调组副组长张澍正在进行

流调工作。由于需要和旅客面对面接触，张

澍穿着全套装备， 眼镜内满是雾气。“穿上

防护服后非常闷热， 汗流浃背。” 张澍说，

“虽然很苦， 但想到身后是我们的祖国，不

论流多少汗都是值得的。”

所有入境人员都要接受100%核酸检

测 。 为应对夏季高温及多雨天气 ， 上海

海关与机场方面协调后 ， 设有44个采样

工位的两座半开放式核酸检测 “方舱 ” 采

样室， 已于5月在浦东机场T1、 T2航站楼投

入使用。

上海海关空港口岸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采样组副组长徐国强介绍，目前采样“方舱”

正扩增标准化工位， 预计8月底前完成扩建工

作，届时浦东机场T1、T2航站楼采样工位总数

将超90个。

采访一个多小时后，记者发现，尽管身在

使用空调的航站楼内，还是全身湿透了。

高温环境下，各方全面落
实每日防护措施

“您好，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箱子搬到手推

车上？”“好嘞！”在行李转盘，机场负责防疫消

毒和行李查询的工作人员， 已经把行李逐件

消毒完毕，一一摆开放好。

浦东机场地服公司浦东营运部行李查询

员张鹤婷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 针对入境航

班，行李查询员严格按照防疫要求穿着“防护

六件套”，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主动跨前一步，

将转盘上的待提取行李搬至转盘一侧， 并按

规定区域分类有序摆放， 同时留出旅客提取

通道。由“旅客等行李”转变为“行李等旅客”，

有效防止旅客在转盘区域大量聚集， 避免二

次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完成全部入境检疫手续、在“方舱”接受

了核酸检测采样的旅客，在提取行李后，会坐

车踏上统一的闭环隔离转运。

吴辉华是浦东机场交通保障部T2转运

组组员，负责T2航站楼入境旅客的隔离转运

工作。他告诉记者，转运组的工作主要包含4

个环节，分别为：在2A国际到达出口处，根据

入境旅客的目的地进行分流引导至不同的转

运区域；协助入境旅客扫码填写相关信息，包

括姓名、护照号、入境航班、14天内路径等信

息；收取旅客护照，引导旅客至转运登记点扫

码登记录入旅客信息；核对旅客登记信息，确

认完毕后将护照、 信息表以及旅客移交给29

号门外特保，待交接完毕后，返回原岗位。

“这是一个穿防护服和戴口罩的特殊暑

运季。”上海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温

下， 各方正全力做好每日环境消毒、 人员测

温，为工作人员备足防护设备，落实全面防护

措施。 各单位还为暑运和防疫一线的职工合

理安排工作时间，增加岗位轮换频率，让队伍

得到及时休息。在休息场所配备冰箱、冰柜、

制冷风扇等物资设备， 准备好酸梅汤、 绿豆

汤、盐汽水等防暑饮料，以及清凉油、人丹等

防暑用品，确保疫情防控和战高温协调并进。

摄影： 张伊辰
制图： 陈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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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昨天

中午， 市气象局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 上海气

温快速上升， 青浦、 宝山以36.2℃并

列高温榜第一名， 市中心徐家汇最高

气温达到35.8℃。 同时， 作为台风活

跃的月份 ， 8月首日 ， “森拉克 ”

“黑格比” 两个台风接连生成。

今年5月11日上海就进入了夏天，

但超长梅雨季让高温 “姗姗来迟 ”，

且 “大打折扣”。 据统计， 刚刚过去

的7月， 本市只有3个高温日 （气温达

到35℃）， 较常年明显减少， 创本世

纪7月之最。

随着副热带高压不断增强， 近日

风向也从东南风转为更有利升温的偏

南风， 本市气温迅速上升。 市中心气

象台预报显示， 接下来的10天， 上海

的最高气温都将徘徊在34℃至36℃之

间。 根据市气象局预测， 8月， 预计

上海最多将出现8个高温日， 主要在

上旬和中旬。

此外， 作为台风活跃的月份， 8

月首日，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洋面上就

接连诞生了两个影响我国的台风。 据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 今年第3号

台风 “森拉克” 于昨天14时生成， 并

于15时左右掠过海南省三亚市南部海

面， 17时其中心已移入北部湾海面，

预计 “森拉克 ” 将在西偏北方向移

动， 并于今天下午在越南北部一带沿

海登陆。

另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 今年

第4号台风 “黑格比” 已于昨晚生成，

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0时， 其中心位

于浙江省苍南县东南方约950公里的洋

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预计

“黑格比” 将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

渐增强， 将于3日夜间在浙江中部到福

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 中国气象局气

象工程师信欣认为， “黑格比” 若登

陆闽浙一带， 有可能在登陆后给上海

带来影响。 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

师胡啸表示， “黑格比” 未来发展的

不确定性较大， 有可能会有一个明显

增强的过程， 近海再逐渐减弱， 而这

个台风带来的影响， 变数将比较大。

今年7月没有台风生成和影响我

国， 是1949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一次

出现7月 “空台” 的情况。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将赴港
协助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记者陈聪） 记者 1 日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了解到， 近期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应

香港特区政府请求， 在中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 国家卫健委迅

速组建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拟近期赴香港开展工作， 协助

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据了解， 首支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由广东省卫健委从

省内 20 余家公立医院选派约 60 名临床检验技术人员， 其中 7

名 “先遣队” 队员将于 8 月 2 日赴香港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队长来自广东省卫健委， 曾担任广东

省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 这是首批中央政府派出支持香港抗

疫的内地专业队伍。 国家卫健委后续将根据香港特区抗击疫情

需要， 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支持。

同时， 国家卫健委也已组建 “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 由

湖北省武汉市选派 6 名有方舱医院实战经验的专家， 包括医院

院长， 以及院感、 护理、 建筑和设计专家， 为香港亚洲国际博

览馆改建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 运营和管理经验的技术支持。

上海高招各批次投档录取即将开始

本科各批次志愿填报昨14时结束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2020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各

批次志愿填报于昨天下午 2:00 结束。 据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招

生录取日程，各批次投档录取即将开始。

8 月 1 日-5 日，综合评价试点院校公布院校专业组面试资

格线，组织入围考生参加校测；“上海招考热线”网站公示综合评

价批次录取考生。

8 月 6 日，零志愿批次录取，晚上开通零志愿批次录取结果

查询。 8 月 6 日-17 日，本科艺体批次、本科提前批次、地方农村

专项计划院校录取。 8 月 18 日-9 月 1 日本科普通批次院校录

取，包括 2 次征求志愿。

9 月 2 日-3 日考生填报高职（专科）院校志愿，其中本市应

届高中毕业生由学籍所在中学统一安排； 非本市应届高中毕业

生由报名所在区招办统一安排。 9 月 6 日-8 日，高职（专科）普

通批次投档录取。更多相关信息，考生可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

站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