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宛艺

www.whb.cn

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3编辑/李欣泽

3日早晨7点不到，徐汇区长桥菜市

场所有照明灯都已亮起。一车货到了，一

场紧张的接力开始了。早已准备就绪、防

护服穿戴整齐的高铭言和同事们立刻忙活

起来。

“每包总得搭配3-5种蔬菜，让大家换

换花样”，他已经出了一身汗，但手头没停，

600多份蔬菜包白天要送往居民区。高铭

言，上海铭言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旗下企业在徐汇区有20多家菜市场。

作为一名拥有35年党龄的老党员、保供企

业负责人，3月中旬以来，他积极与各地的

蔬菜基地供需对接，紧急调运蔬菜，送往虹

梅街道、长桥街道、华泾镇等街镇，负责

100多个小区保供。截至目前，已经累计

提供蔬菜包10多万份，共计2000多吨。

“老百姓要吃，我就要想办
法供上”

“华滨居委会‘200包+姜蒜’”“罗秀路

213弄110份”……高铭言手机屏幕一直闪

烁，微信群里，来自居委会的需求不断。这

是高铭言定下的唯一供货方式：与社区结

对子，保供蔬菜套餐，“居委会集单，集采集

配”，物资能够合理分配，帮助到最需要物

资的那些市民。

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天要供应7000多

包。40吨蔬菜堆满了1000多平方米的菜

市场。“没办法，人手紧张。我们30多位同

事已在这‘安营扎寨’50多天了。”高铭言

既担心居民没菜吃，又担心蔬菜烂在这儿，

撸起袖子与同事们一起干活。

3月中旬以来，昼夜完全是颠倒的，对

接货源、运输、卸货、分包、送货，这是高铭

言生活的全部。保供的瓶颈可能发生在任

何一个环节，他都要操心，但“老百姓要吃，

我就要想办法供上”。

手机通讯录里，但凡有与蔬菜基地有

交集的联系人，他都打了个遍，就是为了筹

措、拓展货源，“兄弟行业互助搭了把手，总

算熬了过来”。

但货啥时候能到，始终是未知数。有

时凌晨一两点钟，有时傍晚五六点钟。但

送货时间是固定的：要赶在天黑前送到居

民区。这样一天天下来，高铭言忙起来每

天工作18小时，数十天没睡过囫囵觉，

最多扒几口饭，然后穿着“小蓝”眯一会

儿。一旦蔬菜来了，马上就投入又一场新

的硬仗。

尽管运力紧张，但他还是坚持：载重

1.5吨的货车最多一次送200袋，不能再

多！“蔬菜一压就坏，必须平送，我得让这些

来之不易的蔬菜包，完好无损地到达居民

家中”。

最艰难时刻已过去，货源和
运力压力减轻很多

在这50多天里，高铭言从没哭过，“我

之前当兵的，哪里哭得出”。但也有一次鼻

酸，“险些绷不住”。

“3月底到 4月 5日左右，是最艰难

的。”他说，那几天订单激增，进货却十分困

难，偏偏又碰上天气转热，延误时间一长，

蔬菜就极易腐烂。往往进来20吨，就要损

失将近5吨。

看到来之不易的蔬菜烂在眼前，硬汉熬

红了眼，“居民区书记对接的时候，掉着眼泪

跟我说：帮帮忙。我一下绷不住了，老百姓在

家等着，我觉得对不住！”高铭言憋着一口气，

竭尽全力组织货源。

最难的时候，他们还是抽调部分菜品

送至共建居委会，让小区里的老年人及行

动不便的居民，能够及时吃到新鲜蔬菜。

这一举动得到了居委会和小区特殊群体的

点赞。

高铭言旗下公司每包菜的定价都是30

元，含有3-5个品种。最艰难的时候，一包8

斤以上，现在菜价平稳后，每包9斤以上。“手

中有粮，心中不慌。疫情期间，菜市场的保供

稳价作用特别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居民餐桌

上的‘安全感’”。

好在，最艰难时刻已经过去，眼下货源

和运力压力都减轻了很多，高铭言也开动起

脑筋，想让居民们吃得更好：蓬蒿菜、番

茄、茄子、鸡毛菜，最后不忘加一把上海

青。“这些天轻松点儿了，希望就在眼前。

我们也给大伙换换口味，多进时令蔬菜，让

大家尝尝春天的味道”。

已累计保供10多万份、2000多吨蔬菜包，这位企业负责人说：希望就在眼前——

多进时令蔬菜，让大家尝尝春天的味道

本报讯（记者薄小波 通讯员何洁）
昨日立夏，沪郊金山区廊下镇万亩粮田

中白鹭翻飞，农户抓住当前气温适宜的

有利时机栽插秧苗，插秧机来回穿梭作

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据悉，目

前廊下镇万亩粮田“八月香”节水抗旱

稻开始春耕插秧，5月20日之前将完成

1200亩插秧任务，8月即可开镰收割，

新大米预计于8月份上市。

据了解，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在4月中旬开始育秧。目前，每天5台

插秧机可完成200亩插秧任务。该中心金

山基地负责人徐小艳介绍，“八月香”

是由科研人员针对上海水稻生产需求研

发的优质特早熟节水抗旱稻新品种，生

育期只有105天，比上海常规粳稻提早了

50天左右。不仅如此，依托于再生稻种

植技术，在8月头季稻收割后，10月还能

再收一季晚稻。同一块耕地，只要播种一

次，就可收获两季水稻。

廊下镇作为本市纯农地区，是第一

批“三区”划分中的防范区，在严格疫

情防控情况下，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加快推进春耕备耕，该镇坚持早谋划、

早部署、早落实，多措并举积极为春耕

备耕顺利开展创造有利条件，确保今年

秋粮种植有序进行。镇里不仅制定了春

耕备耕工作指南，还整合资源，协调

“人、机、路”，按照防范区管理要求逐

步开放农资门店，通过协助其办理镇级

通行证，以线上预约+线下送货的形

式，将农资送货到村、到户、到田间地

头。据悉，3月份以来，廊下镇累计播

种蔬菜4998亩次，绿叶菜4498亩次，全

镇1.1万亩绿肥田完成翻耕，早品种水稻

已完成育秧。

立夏正当时 田间忙插秧

本报讯（记者史博臻）上海城投集
团昨天透露，在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严格按照“红、黄、绿”标准

分类管理各建设工地，目前18项37个

标段的市重大工程已实现复工复产，其

中包含疫情期间连续施工的4项10个

标段的市重大工程。

确保重大民生工程先行，上海城投

力争按照三个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即4

月30日前复工至20%，5月10日前复

工至40%，5月20日前复工至100%，实

现集团承担的 81项 156个在建工地

（标段）复工复产。其中，市重大工程

62项，交通水利板块33项、水务板块22

项、置业板块6项、环境板块1项。

截至前天，北横通道一期工程、苏申

内港线暨吴淞江（老白石路—油墩港）整

治工程、沿江通道（江杨北路—牡丹江路）

新建工程、S3公路新建工程、G228公路新

建工程、泐马河出海闸新建工程、临港污

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等市重大工程已

实现复工复产，复工项目合计总投资约

968.3亿元，本年度投资计划约182.7亿

元。预计项目复工后将带动部分建材、

运输等相关产业链快速复产。

据了解，青浦区公共租赁房、竹园

污水处理厂四期等5个重大民生项目，

共11个标段。在做好封闭管理条件

下，约2700名建设者始终保持连续施

工，保障了防疫形势总体受控，实现了

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积极按照相关工作指引，上海城

投确保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两手

抓、两手硬”。做好与属地政府部门

对接，加快在建工地的动态清零工

作；加快复工复产准备，抓好关键防

疫措施。实行“一工地一方案”，规

范临时隔离点设置，规范现场消毒消

杀，做好返岗人员管理方案，并全面

加强督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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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占悦 通讯员龚尚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部署要

求，深入推进“政会银企”四方合作机制，昨天，上海市工商联

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举办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系列对接活

动线上启动会。

据悉，从5月起，市工商联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将共同

举办“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系列对接活动”，通过线上方式在各区

滚动举办。计划举办线上复工复产金融服务对接会不少于30

场，线上对接复工企业不少于2000家，线下服务复工企业不少

于1000家。中行推出五大举措：一是成立“分行—支行—网

点”三级金融服务专班；二是设立上不封顶的复工复产专项信

贷额度；三是进一步加大减费让利、惠企利民的力度；四是推出

复工复产金融服务专属大礼包；五是多措并举提升综合服务。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市总商会会长寿子琪出席。

助力复工复产加大惠企力度

本报讯（记者李晨琰）本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正有序推
进，全市1800多家重点企业，复工率超过70%，其中首批660

多家重点企业复工率超过90%。昨天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经济信息化委总工程师张宏韬介绍，本

市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链持续恢复、提高产

能，龙头企业继续保持稳定生产。总体来看，全市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稳定向前，取得了一定进展。

近期，上海发布了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二

版。张宏韬介绍，第二版指引共有六个方面26条内容，与第

一版相比，主要完善12条内容、补充6条内容。首先，在落实

疫情防控方面，明确了属地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企业、员工的

“四方”责任，也明确了企业疫情防控和闭环管理方案由属地

疫情防控部门审核批准。其次，在场所分区分类管理上，根

据企业实践经验，推广“绿蓝黄红”四色风险区域，增强

企业操作性。最后，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服务。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正有序推进
重点产业链持续恢复提高产能

本报讯（记者史博臻）为了推动复工复产、新开工项目尽
早开工建设，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尽快形成实物性工作量，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近日透露，《关于抗疫情促发展加快推进

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的规划资源实施措施》已印发，全力

保障市、区重大工程和公共卫生等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重

点项目扎实推进。《实施措施》分为七部分、共十五条，聚焦

用地保障和土地供应、规划审批效能等方面。其中，明确要

加强规划引领和实施保障。围绕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以及疫情阶段复工复产、开工达产的要求，支

持已经立项和储备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和

项目主体单位先行启动专项规划编制和项目前期研究。聚焦

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以及市、区重大工程、重点项目落地，

加快推进规划审批。疫情期间，各区电子化报件存在困

难的，可由市级层面协助解决。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措施落地
力保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新华社上海5月5日电（记者齐中熙）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上海工作组5

日在普陀区、黄浦区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定不移执行“动态清零”总方针，以更大决

心、更大魄力，乘势而上、一鼓作气实现上

海疫情社会面清零，尽快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攻坚战。

5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上海工作组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带领下，抵达普陀

区城运中心调研疫情防控挂图作战指挥平

台。前往开开大楼，实地察看封控小区疫

情防控工作。在家乐福超市万里店门前调

研街面商超开放情况，并在现场询问百姓

核酸检测、生活物资保供等情况。在黄浦

区外滩街道北京小区，察看调研“拔钉子”

有关情况。

王贺胜说，在前期基础上，上海疫情防控

到了中流击水、不进则退的阶段，越是接近目

标，越要较劲爬坡，统一思想、加大力度、真抓

实干。办法总比困难多，要刻不容缓做好“圈

住、捞干、扑灭”工作，落实“四应四尽”控制阻

断传染源。要全市一盘棋，统一调度指挥，解

决部分区隔离用房不足问题，争取上海早日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王贺胜指出，要刻不容缓做好“圈住、捞干、扑灭”工作，落实“四应四尽”控制阻断传染源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上海工作组在普陀黄浦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乘势而上一鼓作气实现上海疫情社会面清零

本 报 讯 市 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

昨天在虹口区检查

疫情防控工作时指

出，要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在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犹豫不动摇，

坚 定 必 胜 信 心 决

心，集中全市资源

力量，提升组织指

挥效率，全面压实

攻坚措施，同步抓

好降新增、防反弹

两方面工作，迅速

有力推进社会面清

零，早日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上午，龚正一

行来到虹口区嘉兴

路街道一处封控地

块察看疫情防控情

况，详细了解转运

隔离、拔点清面举

措 ， 要 求 下 定 决

心，集中优势兵力

攻坚，对风险人员

应转快转，做好环

境 清 洁 消 杀 。 随

后，龚正来到虹口

区 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分析研判防控

形势，研究部署下

一步工作。

龚正指出，要

继续推进重点地区

拔点攻坚，紧紧盯

住疫情较重的街道

社区，集中力量、

挖掘资源、加快速

度 ， 坚 决 以 快 制

快，把阳性感染者

数量迅速降下来。

要优化核酸采样组

织，严格落实分时分批引导，严格规范采样

流程，确保应筛尽筛、不漏一人。要加大流

调排查力度，科学准确判定密接，应隔快

隔，严防漏洞出现。要加强社会面管控，更

加突出对流动性聚集性风险的管控，更加突

出对快递等流动人员管理，常态化开展街面

巡查和清源行动，严格落实公共场所扫场所

码、测温、消杀等措施，严防反弹风险。

要强化疫情的及时发现机制，完善疫情的

突发事件处置机制，优化不同区域动态调

整机制，强化管用有效的常态化防控举

措。要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无疫

小区、无疫单位、无疫工厂建设，用好

“场所码”“数字哨兵”等技术手段，更好

掌握社会面防控主动权，为推动区域活

动、生活秩序、交通等有序放开、加快复

工复产进度提供有力支撑。

市领导董云虎、莫负春、彭沉雷参加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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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早，在上海松江区泖港镇，农民驾驶插秧机在田里作业。 本报记者 张伊辰 通讯员 姜辉辉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瑞金医院医务人员全

方位参与抗疫，是亲历者、见证者、推

动者，见证了感染者人数从高峰稳步

下降。这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更是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不犹豫取得的重要成果。”瞿介明感

言，亲身经历，体会更深，也更坚定了

信心：只有积极主动采取防控，才能取

得如此来之不易的成果。

一鼓作气，坚决巩固住
来之不易的成果

过去一个月来，在全国各地齐心

援助和全体市民共同努力下，上海本

轮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

眼下，绝不是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

刻。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

调，认清战“疫”形势，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在当前的一个重

要背景就是：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在定点医院中，我们还有新冠重症

患者救治在紧张开展；社会层面，新增病

例数还在高位，我们绝对没有到可以松

懈的时刻！”瞿介明说。

“经过前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和全体

市民的坚持，当前本市已经到了一个疫

情相对缓解的阶段，但反弹压力仍然不

小。”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

书记郑军华正带领团队奋战在新国际博

览中心方舱医院，他对此感触尤深。

郑军华曾于2020年带领上海首批

援鄂医疗队在大年夜驰援武汉，有着丰

富的战“疫”经验。他直言，迎战奥密克

戎变异株，工作需要再细一点、再深一

点、再早一点。一鼓作气尽快实现社会

面清零，必须坚定信心，深刻认识抗疫斗

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坚决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坚决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坚决巩固住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近来，本市一些方舱陆续关舱。作

为新国博方舱医院的总指挥，郑军华坦

言，既看到了希望，又自觉身上的担子更

重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越是这个时

候，越是要不放松、不动摇、不懈怠，因为

稍有放松，可能就给了病毒反扑、甚至扩

散蔓延的机会；稍有放松，就可能让得来

不易的成果付之一炬。”

在新国博方舱医院，随着部分区域

转型升级，轻型、普通型患者也开始多

了起来，其中还有不少老年阳性感染者

患有多重基础性疾病，需要密切关注。

郑军华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做好

‘五早’：早预警、早识别、早诊断、早

救治、早转送，尽最大努力提升救治

率，降低死亡率，助阳性感染者早日出

舱回家。”

加快局部疫情处置，扎紧
防疫“人民防线”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

“防反弹”成为重点之一。“成绩来之不

易，应当倍加珍惜。越到关键的时候越

不能松劲，管控上‘松一尺’，病毒就可能

‘攻一丈’，对于疫情防控必须高度警

醒。”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他解释，当前，全市的防范区正在逐

日增加，人员逐步开始流动。但是，奥密

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传播力强、隐匿

性强。这不仅大大增加疫情防控难度，

也容易让人掉以轻心。防范区不是“放

飞区”，仍要坚持从严从紧，有序放开、有

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个人的自

由‘放飞’很可能会让很多人付出的努力

和坚持付诸东流、前功尽弃，屏牢不放

松，尽量静下来，再坚持一下，如常的生

活会回来”。

吴寰宇介绍，本市正按照“四应四

尽”要求，持续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流调工作是疫情防

控的重要手段，必须对每一例新发现的

核酸检测阳性人员进行流调。现阶段流

调工作的重点，主要聚焦对核心流调信

息的调查，优先重点对新增感染者开展

流调。通过核心信息调查，尽快明确有

无关联病例和关联疫情、有无可疑的暴

露史，在尽快追溯病毒感染来源的同时

判定密切接触者。

另一方面，本市正进一步加强对工

厂企业、工地、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的

流调。“这些单位人员密集，容易引起

聚集性疫情。一旦有阳性感染者，我们

将第一时间开展流调并在第一时间采取

有针对性的有效防控措施。”吴寰宇

说，加快局部疫情处置，扎紧防疫“人

民防线”，同等重要，要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打好人民战争，加强信息发布，主

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广大群众增强责

任意识、自我防护意识，自觉承担防控

责任和义务，落实个人、家庭等日常防

护措施，推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筑牢

群防群控防线。

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