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互联网企业“解锁”发展新路径
共享员工、互通有无、打通线上线下……创新“小宇宙”集体爆发———

我急缺员工，你发愁工资，能不能“共享

员工”？我有新消费通路，你发愁农产品卖不

掉，那么抗疫助农是否正当时？ 我有线上资

源，你线下迈不开腿，“云发展”看到了广阔

天地……

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时期，上

海一批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小宇宙”集体爆

发了。 看起来眼前充满不确定性，但用新的

思维来应对，不仅跨过了难关，而且还在抗

疫中“解锁”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疫情带来挑战，创新不停
“换挡”

对于叮咚买菜 CEO 梁昌霖来说 ， 第

三年的 “春节不打烊 ” 活动变成了一次

次 “闯关挑战 ”。 生鲜电商在春节期间本

该是淡季 ，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顶

上了浪尖 ： 消费者半夜 “抢菜 ”、 快递运

力不济……企业的匀速发展被打破， 面对

爆发式的订单增长， 创新是互联网企业在

疫情中的应急措施， 更可能是未来行业升

级的砝码。

“创新不停‘换挡’。 ”梁昌霖告诉记者，

生鲜电商最先遇到的“关隘”是缺乏运力。为

此，叮咚买菜迅速更迭系统，从“来一单送一

单”的方式转换成集约式配送，并开始试点

加入汽车运力。 在叮咚买菜联洋区域，过去

前置仓一天能服务 1000 个用户， 改用汽车

之后，一天能配送 1700 多个用户订单，服务

客户能力增加了 70%。

在抗疫的特殊时期， 很多新模式、 新

思考被 “逼” 了出来。 同样缺少运力的盒

马鲜生 ， 萌发了 “共享员工 ” 的念头 。 2

月 3 日， 盒马鲜生与云海肴达成用工合作，

不仅解决了餐饮企业人员待岗的问题， 也

缓解了盒马鲜生配送人力的不足， 受到行

业认可。 数据显示， 截至 2 月 19 日， 已有

超过 3000 名 “共享员工” 加入盒马临时队

伍 。 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此前也表示 ，

将有 1000 多名上海员工支援盒马鲜生， 在

临时岗位上工作。

“疫情面前，人手的短缺是结构性的，让

资源最优化配置，‘共享员工’一方面可以解

决生鲜电商的人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又可

以缓解餐饮企业的人力过剩难题。 ”梁昌霖

表示，这种模式不仅实现了特殊时期行业的

互帮互助，也为未来找到了一条可以复制的

应急方案。

放大新消费潜力，在纾困
中谋发展

广东省徐闻县县长吴康秀急了。徐闻的

菠萝闻名全国，但“等不起”，他咬咬牙，亲自

上拼多多的助农直播“吆喝”。这一“吆喝”很

管用，截至 2 月 19 日 24 时，徐闻菠萝累计

订单量达 4.6 万单，总销量近 25 万斤。

疫情给农业生产和销售增加了难度，解

决困难要靠新法子。在农货上行中闯出一条

新路的拼多多找到了应对之策：何不发挥新

消费的优势， 开辟一个 “防疫助农” 专区

呢？ 2 月 15 日，“滞销农货反馈通道”开通；

2 月 19 日，“农货产销对接”活动启动，首批

上线的助农产品超过 55 种，上线首日，总计

售出超过 100 万斤农产品。

“截至目前，拼多多后台已收到了各地

助农信息超过 700 条。 ”拼多多新农业农村

研究院副院长狄拉克告诉记者，在防疫的特

殊时期，很多消费者更依赖电商渠道来消费

农产品，这正是拼多多的机遇和责任。

至于下阶段怎么做， 拼多多联合创始

人赵佳臻透露 ，企业已将推进农资下乡作

为 “保春耕 ”的阶段性战略重点 ，拟再提供

3 亿元农资补贴基金，联合头部农资企业、

社会化物流企业 ，让优质农资直供小农生

产主体 ，并鼓励家庭农场 、合作社等农业

生产者采用 “集采集销 ”，推动农资产品大

规模下乡。

商务部研究院今年 1 月发布的 《2019

中国电商兴农发展报告》显示，农村生产和

消费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而新电商平台重

塑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大力推动了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在抗疫纾困中，企业也找到

了下一步的发展路径。

激活云端力量，新产业迎
来春天

疫情压缩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但“宅男

宅女”发明了“云健身”“云看展”“云相亲”，

复工的人们则需要“云开会”“云办展”“云签

约”。云端需求急剧爆发，让新产业看到了发

展新空间。

这个春节，“中国云计算第一股”优刻得

没闲着，这家节前刚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发

现，科技抗疫大有可为。助力社区疫情管理，

“来沪人员健康登记系统”便是优刻得的“一

手绝活”。 根据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

求， 入境上海的所有旅客都要在 “健康云”

App 上登记个人信息、经停信息、交通方式

等。 这种大规模的信息采集，若用传统方式

统计耗时耗力，优刻得与万达信息共同建设

了一套系统，并为系统运行提供计算、网络

的底层资源， 在关键时刻保障了信息高度、

便捷、安全地流动。

优刻得创始人季昕华告诉记者，2 月 18

日，企业推出“中小企业防疫复工免费扶持

计划”， 为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快速复工提

供一系列免费云计算资源支持，涵盖“云合

同”“云财务”“云项目管理”等领域，而这些

资源将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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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挡不住参展商的热情， 更挡

不住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展

工作的推进。

昨天， 进博会首度举行网上签约

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董事长孙成海与世界

500 强企业法国米其林集团、 日本武

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精工爱普

生公司以及法国乐斯福集团 4 家企业

完成“云签约”。

更多全球 500 强巨
头“迷”上进博会

作为全球销量第一的轮胎生产企

业， 米其林集团几乎不直接参加各类

展会，但在连续观展两届进博会后，今

年果断选择签约； 在数码影像等多个

领域持续创新的精工爱普生公司此前

一直密切关注进博会， 对进博会在宣

传、 采购商等多方面的巨大优势印象

深刻，于是决定报名参展……

在第三届进博会筹备期间， 更多

全球 500 强企业进入参展名单。 米其

林集团中国区 CEO 伟书杰告诉记者，

今年米其林决定直接参加进博会，主

要是希望挖掘更多的需求，“我们看到

消费者和客户有着多样化需求， 希望

探索更多需求，并通过我们的产品、服

务和解决方案满足这些需求。 ”

据统计，截至目前，已签约展览面

积超过规划面积的 50%，报名参展企

业超过 1000 家，总体招展进度比前两

届同期更快。其中，米其林、雅培、世邦

魏理仕、 欧力士等一批世界 500 强和

龙头企业今年首次报名参展。

“进博会将成经济复
原最有力‘武器’之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进博

会签约从线下挪到了线上，“云签约”

让报名参展企业举双手欢迎。 乐斯福

集团早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前就签订

了意向书，预订第三届进博会展位。乐

斯福大中华区总裁浦建菲认为，“云签

约” 为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我们接

下来可以尽快开展工作。 ”

日本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曾参展首届进博会， 因收

购整合而缺席了第二届展会，因而直呼“遗憾”，今年则将以

全新形象亮相第三届进博会。武田中国总裁单国洪表示，今

年将集中展现在肿瘤、罕见疾病、消化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强

大创新能力，“未来五年，我们计划在中国上市超过 15 款创

新药。 ”

“‘网签’体现了两大特色：聪明的举措和强烈的信心。”

伟书杰盛赞。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真金不怕火炼”，“进博会

将成为经济复原的最有力‘武器’之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我对中国市场的前景充满信心。 ”

疫情对招展工作影响有限

疫情暴发以来， 进博局始终强调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一刻不停歇地抓好第三届进博会筹备工作。

据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进博会展览部副总经理周伶彦

介绍，这个时间节点在往年正是集中签约的时候，今年也不

能因为疫情影响而拖慢了筹展的速度， 因此考虑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采取网上签约会的形式，服务参展企业。

“目前看来，疫情对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招展工作

影响有限。 ”周伶彦说，“进博会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前期参

展企业收获颇丰，疫情阻挡不住新老企业的参展热情。尽管

疫情给企业商业展招展工作带来一些挑战， 但在某种程度

上也带来了机遇。 医疗行业相关企业抓住机遇深耕中国市

场，技术装备、汽车、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服贸等展区的

不少企业也希望通过进博会平台消除疫情带来的影响，进

一步拓展业务。 ”

小学阶段每课时20分钟
对学生“打卡”不作要求

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在线教育方案，

第二节试播课明天上午开播

本报讯 （记者张鹏） 3 月 2 日起， 上海中小学将开展

在线教育。 市教委昨天表示， 教育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和

单位进一步优化在线教育方案， 具体包括： 减少小学低年

级学生参与课后互动的要求、 对学生每天上网 “打卡” 不

作要求、 小学阶段每节课时长设定为 20 分钟等。

据悉， 第二节试播课 《中小学生德育公开课》 将于 2

月 28 日 （周五） 8:20 （中学生观看） 和 8:50 （小学生观

看） 播出。 为方便家长对设备进行调试， 拟于本周末对两

节试播课进行重播。

本周五 ， 师生可通过东方有线和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空中课堂” 专区观看第二次试播课。 无法观看

电视的师生， 也可通过有关网络播放平台 “上海教育空中

课堂” 专区观课。 记者获悉， 全国模范教师、 上海市政治

特级教师、 华东师大一附中陈明青将担任这节课的主讲教

师， 通过分享当前疫情防控战中让人暖心、 令人动容的人

和事， 引导中小学生汲取战疫中呈现的精神与力量， 乐观

健康地成长。 此节公开课由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和市教育委

指导， 上海教育电视台录制。

为保障中小学在线教育顺利有序进行， 2 月 25 日上

午， 上海中小学在线教育首节试播课 《中小学生防疫公开

课》 开播， 全市约 140 万中小学生和 12 万教师通过电视、

网络等方式观看录播课， 部分师生参与了在线互动。 另有

60 多万非本地师生的观众旁听了这节公开课。

首节试播课整体效果良好， 接下来， 教育部门将会同

相关部门和单位进一步优化在线教育方案， 加强技术与资

源保障， 优化网络互动体验。

同时， 从遵从学生认知规律和保护学生视力出发， 小

学阶段每节课时长设定为 20 分钟， 各学段在线教育课程

表将于近期发布。 对于少数由于特殊原因确实无法通过电

视或网络上课的学生， 将由学校 “一人一策” 做好托底方

案， 力争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用双胜利赢回属于我们的春天
晓 彦

防控要咬紧牙关 ， 发展要咬定目标 。

在全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市委书记

李强强调： 坚定信心、 坚定意志， 再接再

厉、 精准发力， 以坚韧不拔、 坚持到底的

顽强斗志， 全面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昨天举行的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再

次指出， 要毫不放松地把各项疫情防控工

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到位， 努力实现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 。 夺取双胜利 ，

首先要解决 “怎么看” 的问题。 经济社会

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 ， 不能长时间停摆 。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 关系到为疫情

防控提供有力物质保障 ， 关系到民生保

障和社会稳定 ， 关系到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 。 上海是一座超大城市 ，

经济辐射力强 ， 逐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势在必行 。 但是 ， 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 。 上海总人口 2400 多万 ， 有

1000 多万流动人口 ， 这是 1000 多万 “城

市候鸟 ”， 人气的渐渐恢复同时意味着更

高的输入性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聚集性

风险 。 如果麻痹了 、 松劲了 ， “前功尽

弃 ” 绝不是危言耸听 。 确保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 、 两不误 、 两促进 ，

这是一次新的挑战。

临大势贵在顺而有为 。 夺取双胜利 ，

重心是解决 “怎么干 ” 的问题 。 前提是

“有效防控疫情 ”， 关键是 “稳住经济发

展 ”， 底线是 “维护社会稳定 ” ———顶层

设计的总体思路体现了做好上海当前工作

的方法论 ， 折射出打胜仗的自信与睿智 。

具体而言 ， 从着力优化全流程的诊治链 ，

到持续织密动态防控网； 从抓重大项目投

资开工， 到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和城市安全

稳定…… “战线 ” 可谓点多 、 面广 、 线

长。 迎难而上， 将 “两难” 变成 “两全”，

夺取双胜利， 既要有责任担当之勇、 科学

防控之智， 又要有统筹兼顾之谋、 组织实

施之能。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

天不会到来。 本周， 早高峰市内不少地方

出现 “堵车”， 路边的商铺陆续开门迎客，

咖啡店又飘出了香味……上海的繁忙正在

归来。 狠抓落实， 努力使各项措施有序有

节奏地精准落地， 夺取双胜利， 我们一定

能赢回属于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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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员工” 很好地解决了生

鲜电商人力不足的问题。 ①叮咚买

菜的 “共享员工 ”。 ②盒马鲜生的

“共享员工”。

（均受访者供图）

①

②

二月春风开冻土，上海郊区有条不紊春耕备耕
防控最吃劲关键时期，农业生产也渐入忙碌期，沪郊大地上防疫、生产两不误———

二月二龙抬头，春耕开始了。 这几天，在

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 合作社的农户们正忙

着栽种水蜜桃的树苗，他们种下的“桃水”是

最新品种，含糖量达到 32%。 眼下虽是疫情

防控最吃劲的关键时期， 但农业生产也渐渐

开始进入忙碌期，沪郊大地上，防疫、生产两

不误，正有条不紊地开启春耕备耕模式。

对抢种的绿叶菜予以奖补

据了解，眼下的农活重头，首先就是抢种

抢收市民“菜篮子”须臾不可缺的绿叶菜。 青

浦区作为沪郊最大的绿叶菜生产基地， 目前

全区蔬菜可种植面积 4.1 万亩 ， 在田面积

3.57 万亩， 其中绿叶菜种植面积 2.2 万亩，1

月份蔬菜上市量 1.88 万吨，其中绿叶菜 1.82

万吨，主要以青菜、鸡毛菜、生菜、杭白菜、油

麦菜、 芹菜、 菠菜等为主， 日均可上市量达

600 吨。 为保障防疫期间的蔬菜生产供应，青

浦区 2 月 12 日就制定了绿叶菜生产保供应

奖补资金实施方案， 对分二批抢种的 1 万亩

绿叶菜予以奖补。

为确保蔬菜持续保持每日 600 吨的上市

量，奉贤区正抓紧做好种苗的生产管理，目前

区内 3 个育苗基地有在田种苗约 700 万株，

近期新播种种苗约 40 万株，同时，利用休耕

粮田、绿肥田块抢种绿叶菜，预计增加绿叶菜

种植面积 1800 亩。目前该区正在进行拟种植

蔬菜的绿肥地块验收。

针对基地外来农户因疫情防控尚有一半

以上未回沪造成的人手紧缺困难， 各区充分

发挥党员、志愿者的作用，帮助抢收。 如金山

漕泾镇团委发布 “招募志愿者到博强蔬菜基

地帮忙收割蔬菜”的信息后，很快就有多人报

名，一个上午，2000 斤青菜就被“秒杀”。

“今年桃子不会让大家失望”

眼下的另一个重头是瓜果的栽培种植。

在瓜果之乡金山， 廊下天母果园的园主王卫

国拿着体温枪正在给 5 名工人测体温， 天母

果园有 160 亩桃园， 今年又扩充了 13 亩地，

原来 15 名工人干一个月的活，机械化后 5 名

工人一个星期就可以做完。 王卫国给每棵桃

树实行“优生优育”，一棵树只让长 20 至 30

个桃子， 这样每个桃子就能吸收更多营养。

“现在干活就是多了口罩、 手套和体温枪，天

天‘打卡’，防疫是基础，然后顺着种植过程，

一步一步来， 相信今年的桃子也一定不会让

大家失望。 ”王卫国表示。

金山区著名的 “小皇冠” 西瓜也在孕育

中。 “200 亩小皇冠种好了，大概 4 月底就可

以来吃西瓜了。”上海德昕果蔬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郑金永介绍，小皇冠西瓜去年 12 月就开

始耕地、施有机肥，今年 1 月底开始种植，比

去年种得要早。因为疫情影响，有些外地工人

还没回沪，有些还在居家观察，为此合作社组

织了一批本地工人，丝毫没有影响种瓜进度。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主要工作就是仔细管理

好大棚、瓜苗和长出来的西瓜藤，等天气越来

越暖和，西瓜生长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水稻田抓紧备耕备秧

即将进入 3 月份， 离水稻育苗也只剩 1

个多月的时间。据悉，沪郊各区农业农村委抓

住“早 ”字 ，把握农时 ，提早安排各项农时活

动，确保从备耕开始就做到有序，高质量、高

标准完成各阶段的生产任务。 水稻育苗力争

4 月中旬开始，机插秧育苗在 5 月上旬开始。

在青浦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预计 12 万

亩， 目前已准备常规稻和杂交稻种子共 51.3

万公斤，基本能满足全区供应。 而在廊下的万

亩粮田农业基地，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主冯水龙

告诉记者，一般每年 12月会深耕土地，一直到

来年 5月份都是土地修养期， 不会种植水稻。

这几天，工人们正在运土和碎土，为接下来制

作秧盘作准备，水稻田近期虽没有大范围“开

工”，但也已陆续开始做些准备工作了。

据悉， 各区都充分做好化肥农资的保障

工作， 如青浦的两家有机肥厂昨天已复工复

产，基本可以满足本区水稻、蔬菜和其他经济

作物的用肥需求。 全区 53 家农资经营单位，

有 29 家已恢复营业，另外，本区内 4 家饲料

企业也已复工复产。

由于疫情防控，各村镇都设置关卡，严禁

外来车辆和人员的进出， 为重点保供应和抓

好农业生产，各区农业农村委积极协调，在严

控防疫的前提下，也确保“菜篮子”产品和保

障生产急需的农资化肥等供应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