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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业战“疫”：落实“沪28条”全方位多渠道支持
投放疫情防控贷款176亿元，销售涵盖新冠肺炎责任的保险产品30万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金融

业围绕落实落细“沪 28 条”，全方位、多

渠道开展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在昨

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

局长李军介绍了相关情况。

据介绍，截至目前，54家在沪银行已

累计投放疫情防控贷款 176亿元，支持企

业 1796户，贷款综合成本 3.62%左右；对

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4360户企业，减免贷款

手续费与利息约3.5 亿元。 同时，在上海银

保监局指导和支持下，在沪保险机构充分

发挥经济补偿功能， 提高疫情防控期间

人身保障，并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在沪金

融市场则加强对企业直接融资的支持。

银行业：增加信贷投放

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和上海银保

监局指导和支持下，本市银行纷纷加大

对疫情防控重点领域的专项信贷支持。

据李军介绍，在沪银行积极使用人

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政策。 截至 2 月 18

日，在沪银行累计向 48家重点企业发放

90笔共 13.1亿元贷款。这些贷款大多在

1天内完成发放，最长不超过 2 天，集中

投向与防疫相关的产品生产、 设备制造

以及医药物品采购等关键领域。 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利用再贴现等工具加大支

持， 截至 2月 18日， 共发放再贴现 1.1

亿元人民币。同时，在沪银行增加对受疫

情影响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并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通过变更还款安排、

延长还款期限、 无还本续贷等多种方式

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截至目前，54 家在

沪银行累计为 440 户企业续贷 44.7 亿

元，通过贷款延期等方式累计为 8910户

企业开展信用修复，金额约 33亿元。

上海银行副行长黄涛表示，截至 1

月末，已为全市逾 200 户医疗企业提供

贷款，贷款余额约 120 亿元。此外，上海

银行配合市医保局、医保中心紧急提前

拨付医保基金近 10 亿元， 让 500 余家

市定点医疗机构提前收到拨付款项。国

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朱雪松

介绍，截至 2 月 19 日，上海市分行共计

加开 8 次贷委会， 承诺相关贷款 78.58

亿元，实现发放 17.71 亿元。

保险业：将新冠肺炎
纳入保障责任

作为保障疫情防控的关键一环 ，

在沪保险业积极发挥经济补偿功能 。

在沪保险机构积极扩展健康险责任范

围， 将新冠肺炎纳入保障责任。

据李军介绍 ， 截至目前 ， 50 家

在沪保险机构销售涵盖新冠肺炎责任

的保险产品 522 个， 共计约 30 万件，

已对 38 人次新冠肺炎客户赔付约 521

万元。

此外， 针对疫情防控和专业医护

人员、 志愿者、 新闻工作者、 交警等

一线工作人员， 在沪保险机构通过赠

送医护人员专属保障项目、 免费提供

人身意外伤害险等给予支持。 截至目

前， 在沪保险机构已为 25 万名上海市

医护人员赠送专门针对疫情防护的保

障项目， 同时覆盖支援外省市病区医

务工作者的意外事故， 总保障额度达

到 2 亿元。

中国太保集团副总裁马欣表示 ，

集团紧盯 “菜篮子” 工程， 助力农副

产品保供应稳价格。 如升级农产品价

格保险， 通过提高保额、 降低理赔门

槛及双倍补偿等方式 ， 保障农户利

益， 稳定生产量； 开发外延基地农产

品采购价格保险， 解决上海农副产品

价格倒挂问题 ； 针对城市低收入人

群 ， 开发 “菜篮子 ” 物价指数保险 ，

当月度 “菜篮子” 物价指数超过约定

涨幅时， 对上涨部分向低收入人群予

以补贴， 稳定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

支出。

资本市场：拓宽直接
融资渠道

在沪金融市场也积极开辟绿色通

道， 加大创新服务力度， 拓宽疫情防

控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视情减免交

易结算费用。

据李军介绍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清算所等加快审核， 支持与疫情

防控相关的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的发

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对申请在科创

板上市的相关企业， 做到即申请即受

理， 组织熟悉生物医药行业的专业审

核人员集中攻关、 快速审核。

他还介绍， 2 月 14 日， 经国务院

同意，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上海市政府共同印

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意见》。 下一步， 上海市金融

系统将继续做好防疫情与促发展工作，

全力做好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积

极支持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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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领域专项信贷支持
■ 在沪银行积极使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政策。 截至 2 月

18 日，在沪银行累计向 48 家重点企业发放 90 笔共 13.1 亿元
贷款，集中投向与防疫相关的产品生产、设备制造以及医药物品
采购等关键领域。 同时，在沪银行增加对受疫情影响企业和中小
微企业信贷投放，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通过变更还款安排、延长
还款期限、无还本续贷等多种方式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发挥经济补偿功能扩展健康险责任范围
■ 针对疫情防控和专业医护人员、志愿者、新闻工作者、交警

等一线工作人员， 在沪保险机构通过赠送医护人员专属保障项
目、免费提供人身意外伤害险等给予支持。截至目前，在沪保险机
构已为 25万名上海市医护人员赠送专门针对疫情防护的保障项
目，同时覆盖支援外省市病区医务工作者的意外事故，总保障额
度达到 2亿元

叔叔阿姨，我来当守护你们的“大白”
刚刚驰援武汉的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医疗队，156 人的队

伍平均年龄 33.5 岁 ，90 后占了绝大多

数；在武汉、上海公共卫生中心院内隔离

病房，58%的仁济医院护士是 90 后……

即便在医学院老师的眼中， 这些 90 后

也还是孩子。 但是，在疫情防控一线，他

们却是让人安心的白衣战士！20 多岁的

年龄，平日的他们，稚气还留在脸上，有

些举动常常让老师“笑中带泪”。 但，这

一次，不得不说———90 后，好样的！

97 年生妹子 “喊话”：同
学老师在一线，我怎么坐得住

“疫情爆发后， 每天刷手机关注信

息，随时准备上前线。”1995 年出生的吕

明明是仁济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护士，进医院工作刚两年 ，小伙子喜欢

有操作性、挑战性的工作。 2 月 19 日抵

达武汉当晚，他就按照老师们指导的防

护规范在房间里进行消毒工作，还划分

出“污染区”“清洁区”放置不同物品。

小伙子告诉记者，两年前实习轮转

时就接触过非典患者，对隔离防护工作

有认识，“这次来，就是感觉得来！ 父母

也很支持！ ”

1997年出生的李依年纪更小， 在这

次疫情中却算“老兵”了。 武汉刚爆发疫

情， 医院护理部就召集人手支援发热门

诊、隔离病房，李依第一时间请战，1月 23

日小年夜进入隔离病区，春节至今始终奋

战在抗疫一线，如今她又参与驰援武汉。

“我老家在湖北汉川， 我本科毕业

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眼下，我

的同学 、 老师就战斗在武汉的同济医

院、协和医院，你让我怎么坐得住？ ”李

依说。 疫情下的这个春节，他们一家分

居三地，爸爸在武汉，妈妈在汉川老家。

如今李依虽与爸爸同在武汉，但考虑到

自己有暴露风险 ， 她仍然只能和爸妈

“视频见面”。

仁济医院护理部统计， 自 1 月 23

日（小年夜）发出动员消息后，当晚就有

483 名护士请战，其中 90 后 223 名。2 月

10 日医院筹备支援武汉的大部队，又有

253 名护士报名，其中 90 后 116 名。

方舱医院 90 后： 要守护
方舱“乘客”平安上岸

在“武汉战场”，这样的年轻人还有

太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第三批支

援武汉医疗队正奋战在武汉洪山体育

馆武昌方舱医院，这支百人队伍平均年

龄才 32 岁，他们在元宵后一天出征，已

在武汉度过了十多天。

“第一次进舱，说真的，即使之前进

行了无数次预演与心理建设，但面对写

着‘病人区’的大门，还是止不住心跳加

快。结果，门一开，倒放松了。 ‘你们是华

山医院的护士啊’‘辛苦了！ 这么大老远

跑来 ’……没想到 ，大家看到我们背后

写着华山，会这样欢迎我们！ 突然感觉

方舱里就是一群可爱的叔叔阿姨呀！ 他

们有的在看电影 ，有的在遛弯 ，还有的

跳起了舞……让我做守护你们的 ‘大

白’（电影中的医疗机器人）吧！ ”华山医

院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葛圣婷生于

1992 年，她说，方舱就像一艘行驶在狂

风巨浪中的大船，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她

要守护“乘客”平安上岸！

1995 年出生的王倩露跟小葛一起

奋战在方舱医院，都是“美小护”，她说：

“印象最深的是饭点时分， 几个病人跑

过来帮我一起推饭车发饭，临下班时叮

嘱我多注意休息，特别温暖。 ”

这群年轻人 “点子多”， 为方便沟

通，他们与老师一起在方舱内建起医患

沟通交流群； 为让舱内生活更丰富，他

们把电台的二维码分享给患者 。 他们

说，乐观也是战胜病毒的好武器。

背上行囊逆行远方，老师
一定带你们平安凯旋

就在华山医院医疗队离开上海出

征当天，一段抓拍视频刷屏了 ：一家三

口，父母给女儿捧着饭盒 ，看女儿一口

口咽下，还不停地说 ：“再吃一口 ，再吃

一口”。

女孩名叫毕鑫，1997 年出生， 是华

山医院的护士。 2 月 9 日凌晨接到电话

要去武汉，她立刻起身，毫不犹豫。 母亲

倒开始焦虑了 ，睡不着 ，索性帮着收拾

行李。 她的爸爸正在上夜班，接到电话

立马回家。 就这样，爸爸开车，大清早，

一家人就已赶到医院，父母陪到中午她

坐上出征的车。 “她就是做这工作的，她

不去谁去，舍不得，也拦不住！ ”

仁济医院护理部主任杨艳说，疫情

发生前 ，90 后总被认为是被娇宠的一

代，但这次有些不一样，大批 90 后请战。

“有些 90后还很稚嫩， 是爸妈的宝贝，是

同事们‘罩着’的妹妹、弟弟，甚至没出过

远门，这次背上行囊逆行远方，让人心生

敬意！ ”

元宵节刚过， 瑞金医院副院长、临

床教师胡伟国率 136 名医护驰援武汉，

交大医学院 13 级临五一班的同学们就

给“胡爸爸”写信鼓劲。 这封信，胡伟国

读了好多遍，并第一时间回信：“亲爱的

同学们 ，老师没那么伟大 ，更谈不上英

雄，平时我教你们外科无菌刷手 ，教你

们穿刺引流，当国家有难，疫情爆发，医

护紧缺时，老师同样应该示范你们如何

尽一名医者的责任。 请放心！ 老师会防

护好自己，也会把你们的学长学姐带回

来，平安与你们再相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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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晓鸣）长三角省际

水上通道开始逐步

恢复。 昨天，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而整

整中断了 25 天的衢

山—小洋山、三江—

岱山新城—小洋山

两条航线的货物运

输终于复航。

这两条航线，是

浙江省舟山市舟山

本岛 、岱山 、衢山与

上海间的重要水路

通道，在服务两地交

通出行、 民生保障，

促进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 在民生领域，

两线是舟山、 岱山、

衢山群众直达上海

的重要水路通道，两

地超市、商场供应的

部分基础食品、农副

产品以及冷链食品

依赖小洋山口子输

入。 在生产领域，岛

上的重点企业如岱

美汽车配件、晨光电

器、 洁博力洁具等，

企业必需的生产原

材料如皮革、塑料粒子、配件等通过

小洋山口子运入， 加工生产的汽车

配件、卫生洁具、电机等外贸产品，

经小洋山口子运往上海后出口国

外。 在重点工程领域， 鱼山石化基

地 、526 工程等重点工程项目的相

关施工机具、 作业物资等也需经小

洋山口子进出。

此前，为有效防控疫情，这两条

航线于 1 月 26 日停航。

基于当前舟山平稳的疫情防控

形势， 舟山地区企业复工复产意愿

强烈。 上海市交通委在接到浙江省

港航管理中心来函后， 本着积极落

实长三角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部“一

断三不断”要求、保障舟山地区民生

及生产生活物资水路运输的宗旨，

立即启动对接工作， 会同上海相关

政府单位、 港口企业共同研究通航

方案， 主动协调落实现场防疫物资

和检测设备，在保障防疫措施严格、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积极推动两条

航线货运功能的恢复。

非常时期，市民的“菜篮子”怎么拎？
上海农业部门全力以赴，地产绿叶菜日均上市3000吨

三日不见青，两眼冒金星。 疫情防

控阻击战打响以来，上海农业部门全力

解决市民“吃菜”问题，全市地产绿叶菜

日均上市量 3000 吨左右， 给出了一个

很好的“答案”。

据市农业农村委介绍 ，2 月以来 ，

沪郊已累计播种绿叶菜面积 3 万亩。同

时，有关方面积极协调供应 1.5 万公斤

优质青菜种子，满足抢种需求。当前，全

市 40 万亩在田蔬菜长势普遍良好，单

位面积产量同比提高 10%以上。

同时，市郊各涉农区积极拓宽面向

市民供菜的渠道，创新推动蔬菜生产基

地采用直达配送套餐模式供菜。 据统

计，当前全市 9 个涉农区已有 118 家合

作社、企业和基地推出了蔬菜等农产品

套餐的订单配送服务， 深受市民欢迎。

近期，全市地产绿叶菜日均上市量可以

满足当前市场需求， 价格也有所回落，

趋于平稳。

“哪怕亏本也要保障市
民的菜篮子”

青浦区目前绿叶菜种植面积在 2.2

万亩左右， 日均可供量 600吨左右。 作

为全市最大的绿叶菜种植基地， 该区坚

决打好 “疫情防控” 和 “市场保供” 两

场攻坚战， 竭尽全力稳价格、 稳预期、

保供应。

“今年市民主动取消外出， 蔬菜

尤其是绿叶菜需求比往年翻一番 。 ”

白鹤弘阳农业公司老总陈春民说。 从

正月初二起， 陈春民就坐镇基地、 配

送中心， 依托自有的 923 亩蔬菜基地

和 2800 多亩农户订单基地 ， 指导蔬

菜生产合作社和基地组织劳动力， 抓

紧采收可以上市的蔬菜， 每天有 300-

500 吨各类蔬菜源源不断从白鹤镇青

龙村配送中心发往本市各大超市 、

菜场 。

“弘阳已与全国各地 100 多家合作

社、 专业大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随时可以采购到无公害认证的各种蔬

菜。”陈春民说。他还联系了江苏东台等

地规模较大的合作社进行调货，每天供

应市场 30 吨大白菜及 40 吨其它绿叶

蔬菜。 “非常时期，即使一分不赚，哪怕

亏本也要保障市民的菜篮子。 ”这位“菜

老板”这样拍了胸脯。

“我们把所有能种菜的
地方都用上了”

而沪郊另一个农业大区金山区，在

现有蔬菜种植的基础上， 新增了 1500

亩绿叶菜种植基地，为当前保障“菜篮

子”供应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把所有能种菜的地方都用上

了，第一批播种的杭白菜预计生长周期

在 45 天左右， 最慢的球生菜生长周期

也不会超过 60 天。 为了确保蔬菜正常

供应，工人们都是加班加点进行抢收。 ”

廊下的浩丰果蔬合作社负责人说 ，目

前，基地每天产量为 16-18 吨，有十几

个品种的蔬菜上市。

据了解，原来合作社每天向盒马鲜

生等超市供应 1.5 万份蔬菜， 近日，由

于需求量大增， 供应量增加到 3 万份，

翻了一倍，而工人们也是每天加班到深

夜 10 点多。

同样位于廊下镇的上海联中食用

菌合作社负责人陈林根介绍，他们原来

每天向超市供应 2 吨左右双孢蘑菇，疫

情防控期间已上升到每天 6 吨多。 “我

向上海各大超市保证过，要多少订单就

满足多少订单，但是，我们绝不涨价。 ”

从春节至今， 陈林根和 80 多名工人带

着这份承诺一直忙碌着。

志愿者一上午抢种3个
大棚的蔬菜

眼下正是春耕春播的好时候， 但不

少蔬菜基地的种植户、 批发商大多是来

沪人员，有的无法及时返回，有的在居家

观察，农活同样面临着人手紧缺问题。

枫泾镇中洪村的阿林果蔬合作社，

平常有员工近 30 人，但目前均在外地，

不能正常复工。 “大棚里的苗都育好了，

如果这两天不种下去，之后蔬菜的供应

就跟不上了。 ”合作社负责人王林军说。

枫泾镇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的 11 名志

愿者得知情况后，主动请缨下田，帮着

抢种菜苗。站长周国峰和副站长王亚林

亲自培训，一个上午就种植了 3 个大棚

的西兰花、生菜等，“现在种下去，成长

期快的蔬菜 3 月底就能上市，像西兰花

之类的则要 4 月底成熟”。王亚林表示。

目前， 阿林果蔬的有机产品进入了叮

咚、盒马、春播等平台，每天供应 7000-

9000 袋规格不等的包装蔬菜。

面对返程、复工等多重考验，下一阶

段，上海将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区长责

任制，保障蔬菜源头供应。在做好防疫工

作的前提下，发动机关干部、基层党员、

社会志愿者等，充实到一线蔬菜生产中。

本市还将提供 15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

绿叶菜产能提升， 弥补近期生产成本上

涨造成的收益损失；加强蔬菜保险，在原

保险方案理赔基础上叠加 1 倍理赔款，

消除菜农的后顾之忧，保障基本收益；加

强金融服务，协调相关银行安排 10亿元

信用贷款， 对 100多家资金周转困难的

规模生产经营主体予以信贷支持。

■本报记者 薄小波

1997 年出生的李依（右）出现在仁

济医疗队出征海报上。 （仁济医院供图）

①宝山区罗泾镇牌楼村农户正在田间翻耕整地， 为播种做准备。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②在沪上各大超市商场， 主副食品货源供应充足， 品种丰富， 新鲜安全。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③95 后外卖小哥正在确认订单信息。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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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