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别中风险，明天华城为“明天”加油
众志成城让小区平稳度过14?封闭管理期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 见习记者张?
弛）“‘疫’起奋斗，为‘明天’加油”，这是张

贴在浦东新区周浦镇明天华城小区大门口

的一张海报。昨天凌晨，随着封闭管理的警

戒线被撤去， 这里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

风险地区。 两周前， 在全面实行封闭管理

后， 明天华城就成了全上海关注的焦点之

一。连着通宵奋战的社区工作者、居民发起

的“土豆消灭战”、自愿担任小区维修工的

“一修哥”、 意外滞留小区当起临时奶爸的

网约车司机……大家的共同付出和守护，

凝聚成一股众志成城的力量， 让整个小区

平稳度过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更把爱和温

暖洒进每个人的心里。

14 天、3 次核酸检测，2000 多户、6000

多位居民……小区一进入 “非常时期”，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成了最忙碌的一群

人。明天华城居委会书记胡玮琦告诉记者，

居委会这段时间实行特殊工作制———每

天，6 名工作人员一人值班，工作 24 小时；

其余 5 人每天工作时间也在 12 小时以上，

“很多工作人员两个星期都没有回家，一直

奋战在这里”。就在前一天晚上 10 点，小区

工作间里依旧灯火通明， 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趴在垫子上，身边围着一沓沓表单，

这是明天华城小区第三次集体核酸检测的

报告单。 大家忙了一晚上，把 6000 多份报

告单按门栋和单元整理好， 周五一早交到

了每个居民手里。

封闭管理期间， 除了原来的业主群，更

多的“小区群”“楼组群”建了起来，大家在

群里十分活跃 ，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有困难吱一声”。 身为医生的孙玮不仅要照

顾小区里血压高的老人，还帮助做手术后由

于长久未拆线伤口化脓的姑娘处理刀口；网

约车司机彭辉在小区里当起“临时奶爸”，照

顾因姐姐突发心脏不适而“落单”的 9 ?“小

子杰”……

“我真心觉得这里非常安全，整个小区的

管理非常严格，所有东西只进不出，垃圾都拉

去当即独立焚烧处理，医护人员、公安民警、

城管辅助人员 24 小时待命，服务和保障令人

安心又温暖。 ”居民王建告诉记者。

守护城市、守护家园，这充满爱与温暖的

14 天，将成为大家一段共同的特殊记忆。

右图：解封前一晚，明天华城小区社区工

作间里社工和志愿者连夜趴在瑜伽垫上整理

第三次核酸检测报告单。 （志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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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上海已建成16个区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221个乡镇（街道）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6025个村

（居）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人民为

中心”形成了全域覆盖的总体格局。

昨天，《2020年度上海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专题报告》

发布， 总结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上海

探索。一个个集“志愿服务、社区民生、

资源对接” 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点，成为党的群众工作落地落实、打

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更将文

明实践延伸到百姓心坎里。

市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杨雄介绍，

目前， 除 “区级—乡镇 （街道 ）—村

（居）” 三级文明实践中心及站点的全

域覆盖外，特别依托园区、商区、校区、

景区等特色资源， 上海还因地制宜打

造了文明实践 “示范带”“益空间”“实

践点” 等693个特色阵地，7000多个身

边实践站点，实现了“群众在哪里，文

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各类资源就汇

聚到哪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

共开展文明实践活动58925场、常态化

文明实践项目7929个， 形成有影响力

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项目1308

个、品牌团队1662支。

在上海， 各文明实践中心及站点

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创造 “自选动

作”，让文明实践人人可为、处处可为，

推动全民参与、全区域联动、全社会共

同支持。调查显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得到广大市民和志愿者的高度

认同，满意程度均在90%以上，参与度

超过50%。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分中心成为街道头号课

题———老房加梯的“提速器”。加装电

梯期间，通过临时党支部党建引领，搭

建楼组自管会、议事会等自治平台，制

定电梯公约，引导居民参与自治共治，

在加梯项目带动下， 有84个楼组建立

楼组自管会，社区治理新增300多名骨

干力量， 社区内4000名党员志愿者带

头推动老房加梯。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宛艺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上海注册志愿者超500万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宛艺）十年，上海注册志愿者人数

从 2010 年的 60 万增长至如今的 500 万———昨天是第 35

个国际志愿者日，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截至今年 12 ?初，

上海志愿者网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超过 500 万人， 占常住

人口比例逾 20%； 志愿服务项目 35 万多个， 项目总时长

4.39 亿小时；志愿团体 2.5 万多个。 持续 3 个?的“2020 年

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季”也于昨天正式开幕。

今年以来，超过 46 万名上海志愿者参与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也带动更多市民群众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截至今年

12 ?初，上海志愿者网发布 13405 个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

目，招募上岗志愿者 467845 人，人均服务 76.09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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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这是生命里最温暖的14天”

昨?零时起浦东医院解除闭环管理，一位手术患者口述医患互助经历———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很奇妙，疫情让我

们遇到了这件事， 也让我们收获了其他很

多东西。”王阿姨，一名上海退休老人，刚经

历了一场手术，正住在浦东医院。

昨天零时，浦东医院解除闭环管理，将

全面恢复日常医疗服务。 一座大型综合性

公立医院闭环管理，在上海还是首次，回首

这 14 天，王阿姨说：“这辈子不会遇到第二

回了，难忘。 ”

被推出手术室 50 小时后，

传来医护要去隔离的消息

“我是动迁来浦东的，原来到华山医院

这些市中心医院跑得多，搬来浦东后，大部

分毛病就在家附近的浦东医院解决了。”王

阿姨说话温柔，思路特别清晰。

11 ? 18 日那天， 王阿姨在浦东医院

接受了一台肠癌手术。 11 ? 20 日消息传

来：医院有一名护士确诊了，她所在病区医

生护士们属于密切接触者，要去隔离了。

“本来约好的‘一对一’照顾我的护工

也要去隔离，这对我来说是当头一棒。 ”王

阿姨深深记得当时的自己，“插着吸氧管、

胃管、引流导尿管、造口管……全身上下，

只有脑瓜子可以动。 ”

“临时调派来的其他病区护士能照顾

好我吗？ ”“我可以挺过去吗？ ”……一个个

问题盘踞在她脑海里， 此时距离她被推出

手术室仅 50 个小时。

对王阿姨来说， 当时自己的心情就两

个字可以形容：忐忑。

术后起居由 “生面孔 ”照
顾，医患距离一点点拉近

前来病区照顾的医护都是 “生面孔”，

但王阿姨却不觉得陌生。 原来，她的开刀

医生王廷峰临走前给几个病人留了微信，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尽管在隔离观察中，王

医生还是通过手机指导王阿姨手术后的注

意事项。

“我真的很感谢这里的医生们。王医生每

天关心我的病情，通过手机微信来指导我，帮

助我顺利恢复。 ”在王阿姨的手机里，能看到

王医生叮嘱最多的包括“翻身”。原来，手术后

的病人最忌卧床不动， 长期卧床会增加术后

肺部感染，也可能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一系

列术后感染可能由此滋生， 也不利于王阿姨

这类患者的肠功能恢复。 但常人难以想象这

个简单的动作对有些病人来说有多难。“手术

后的最初几天 ， 我连拿起手机的力气都没

有！ ”王阿姨同样难以忘记，在唐舒亚护士长

的带领下， 三四个护士每天齐力帮助她翻身

的场景，“我就如同一个瘫痪的人， 照顾我需

要花费的精力是别人的几倍。 ” 她几乎需要

24 小时吊盐水，靠外力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类

营养素，“护士们一大袋一大袋地给我换上，

白天黑夜地照顾着。 ”

随着王阿姨渐渐有了力气， 她会跟护士

们开开玩笑。“我和医生护士们的距离一点点

拉近了。 ”王阿姨说，这是她生命里最无力的

14 天，也是生命里最温暖的 14 天。

闭环管理结束首日清晨 ，一
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病区

昨天， 浦东医院终于顺利结束 14 天的

闭环管理。 一早， 许多人忙着回家； 也就是

这个清晨， 仍需要住院的王阿姨和病友们收

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当时我正在病区里晒太阳， 医生护士

们忙着交接 ， 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 很辛

苦。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了———王医生来了！” 王阿姨记得， 王廷峰

医生原本要周日查房， 医院也要到工作日才

全面恢复门诊， 没想到王医生一解除隔离就

来病房看病人了。

“他说不放心我们。 那一刻的温暖， 真

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医者父母心， 那一刻

我体会到了。” 王阿姨握着王医生的手久久

不放。 于她而言， 这是医生给病区患者们的

大惊喜， “只有自己生过病、 生过大病的人

才能体会， 这是一种在凡人之间传递的温暖

力量。”

12 ? 3 日， 浦东医院内的 4700 多人全

部经过 5 次核酸检测 ， 结果全部是阴性 ，

无一感染 ， 彻底阻断了这一次猝不及防的

疫情。

12 ? 5 日零时， 浦东医院解除闭环管

理。 清晨回到外三病区的护士长倪燕婷忙着

交接， 她说： “14 天里， 发生了太多事。”

王阿姨的故事， 就是 14 天里发生在浦

东医院里的一个小小缩影； 医患之间的温暖

故事， 还在这座城市更多的地方上演着。

患者王阿姨的故事
是过去 14 ?里
闭环管理的浦东医院

一个小小缩影
医患之间的温暖故事
还在这座城市更多的

地方上演着

开放型经济锻造“双循环”战略链接
借助临港新片区等关键“通道”，上海正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我们对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

城市品格和优良营商环境非常认同，

临港新片区对标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

自由贸易园区， 重点支持包括生物医

药在内的四大产业， 具有制度和政策

上的优势。”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洋山特

殊综合保税区日前迎来首批医药企业

入驻，其中，拥有百年历史、专注糖尿

病的生物制药公司诺和诺德携手上药

国际供应链， 成为加入上海生物医药

“朋友圈”的最新成员之一。

沿江而建、临海而立，江海交汇的

地理位置让上海这座城市成为知名港

口的同时，也站在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

沿。 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在这里试点，

开放经验从这里输出，开放的“基因”融

入城市血液，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片”。

“十四五”时期，上海将主动服务

新发展格局，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

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着

力强化“四大功能”，加快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全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努力提供全生命周
期供应链服务 ， 加速国
际新药进口

今年 5 ? 17 日，洋山特殊综合保

税区揭牌当天 ，18 个项目签约入驻 。

当时， 作为一家全国性现代医药供应

链服务企业，上药控股就表示，要带动

合作伙伴进入新片区发展。半年后，多

家国际国内药企携手进驻， 他们将利

用便利化政策， 把新片区作为药品进

口的第一站。

上药国际供应链已租下区内

4000 平方米的仓库，为这些生物医药

企业的创新药进口提供全生命周期供

应链服务。“通过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服

务，支持合作伙伴安心做好研发生产，

把最好产品用最快速度送到中国病患

手中。”上药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

理宋潞潞表示。

而合作伙伴诺和诺德正全力引进

糖尿病前沿创新产品。今年 5 ?，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国内目前唯一具

有降低心血管风险适应症的降糖药

物———利拉鲁肽注射液心血管适应症

的上市申请，不久之后，这一新药将通

过洋山综保区进入中国市场。

“虽然新冠疫情给开放型经济带

来了挑战，但疫情催生的新经济、新业

态也让企业看到了更多‘中国机会’和

‘世界机遇’。”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

裁兼大中国区总裁周霞萍评价， 中国

以自身稳定发展和扩大开放助力世界

经济复苏， 这使诺和诺德立足中国发

展的信心和决心愈加坚定。

今年初疫情期间， 赛生医药的国

际供应链遭受严峻冲击，最艰难时，库

存仅够支持一个?， 这让这一国际药

企加快了在中国建立储存中转分拨基

地的步伐。 赛生医药中国有限公司总

裁赵宏告诉记者，选择上海，选择洋山

综保区， 是因为这里的保税仓储功能

能够保证大量药品的储存， 保证亚太各

地的供应需求。

据了解，除保税仓储外，临港新片区

与特殊综保区在创新药的进境通关、区

内加工、 税收等方面也已推出系列支持

政策，帮助企业更快引进国际前沿新药，

加速具有优良治疗效果的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赵

义怀表示， 新片区将充分发挥改革试点

功能和政策红利优势， 争取率先落地生

物医药“上海方案”的突破政策，推动在

生物医药研发用特殊物品进口便利化、

生物医药研发货物出口流程优化和生物

医药研发保税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

加快打造开放型政策
制度体系， 对外开放 “载
体”扩容

临港新片区挂牌以来， 狠抓制度创

新，初步构建开放型政策制度体系。国务

院《总体方案》明确的 78 项任务已落地

56 项，国家、上海市、临港管委会层面发

布 118 个政策文件， 加快打造开放型政

策制度体系， 不断优化接轨国际通行规

则的投资自由化制度。

今年 12 ? 1 日，上海港年集装箱吞

吐量突破 4000 万标准箱。 这是自 2017

年以来上海港年集装箱吞吐量连续第四

次站上 4000 万标准箱台阶。 疫情期间，

上港集团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发挥自动

化优势，实现作业吞吐量逆势增长，为上

海港巩固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能力世界

第一地位， 加速跻身世界航运中心前列

提供了全新动力。

临港新片区依托洋山深水港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 背靠全球最大的集装箱

班轮码头， 对内辐射长三角乃至全国广

阔的经济腹地， 对外联接欧美发达汽车

工业国家的港口，已形成以集中采购、分

拨配送、 销售服务为核心的亚太区域汽

车及零部件中转枢纽港，同时，引导基地

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 发展检测维

修、研发及再制造等新型业态。

到 2019 年底，临港新片区特色汽车

产业总产值约 344 亿元 ， 销售收入约

389 亿元，实现利润约 37 亿元 ，进出口

贸易额逾 17.3 亿美元，对上海乃至全国

的汽车产业起到了强劲的拉动作用。 今

年 1 ?，经商务部审议，正式认定临港产

业区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事实上， 上海正加快升级开放型经

济，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

服务网络。 今年 1-10 ?，上海实到外资

金额 171.79 亿美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6.2%。 新增外商独资企业数 3751 个，实

到金额 142.5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2.9%。 惠氏营养品宣布其大中华区总

部在上海成立； 雅诗兰黛总投资额超过

3500 万美元的全球创新研发中心落户

闵行区漕河泾科技绿洲园区， 这些巨额

投资的背后， 无不流露出全球企业对于

扎根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特斯拉速度”是“上海服务”的代名

词之一。 在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

年交付”惊人速度的背后，是上海相关部

门在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和突破，也是上

海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最佳个案。

临港新片区。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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