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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40多天来，由504名医疗机构和检测机构专业

人员组成的广东省援沪核酸检测队累计检测近1000万管，很

多队员每天超负荷工作，夜以继日、坚守岗位、奉献一线。

李强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兄弟

省区市和解放军的各支医疗力量、专业力量迅速集结、驰援

上海，与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奋斗、齐心抗疫，推动疫情防控

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从大家身上充分感受

到了拼搏精神、顽强作风和对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充分感

受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温暖，上

海人民铭记在心、感恩在心，历史会记住为这座城市坚守和

付出的所有人。沪粤两地交流频繁、合作紧密，欢迎大家在

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多来走走看看。祝愿大家

归途平安，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山东省此次抽调101名公立医疗机构人员组成援沪核酸检

测队，并派出2个第三方检测机构赶赴上海支援，共完成检测

总量154.8万管。龚正在为山东省援沪医疗队的核酸检测队员

送行时说，在上海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刻，大家星夜驰援上

海，奔赴抗疫一线。在沪期间，你们不惧危险、不辞辛劳，舍

身忘我、连续奋战，涌现出一大批感人事迹，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人间大爱，体现了“沪鲁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彰显了“全

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上海人民心怀感恩、永远铭记。上海

将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全力降新增、防反弹，以更大的

信心决心夺取大上海保卫战的全面胜利。期待沪鲁两地进一步

深化合作、共谋发展。

云南省此次派出两批次核酸检测队共272人支援上海，累

计完成检测量180万管。蒋卓庆在为云南援沪医疗队的核酸检

测队员送行时说，云南省援沪检测队克服各种困难，驰援上

海，昼夜奋战，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多轮核酸筛查任务，为助力

上海疫情防控贡献了云南力量，这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云南人民

对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也极大增强了上海人民战胜疫情的信

心。沪滇一家亲，携手抗疫情，希望沪滇两地继续深化合作交

流，祝愿大家在各自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

湖南省此次派出两批次核酸检测队共310人支援上海，累

计完成检测量260.9万管。董云虎在为湖南省援沪医疗队的核

酸检测队员送行时说，大家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一到上海就

忘我投入工作，不怕困难危险，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与上海人

民并肩战斗，持续奋战一线，圆满完成阶段性任务，为上海核

酸检测工作贡献了坚实的湖南力量，体现了湖南人民对上海人

民的深情厚谊，上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希望大家回程一

路平安，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市领导诸葛宇杰、吴清出席相关活动。

（上接第一版）扩大入境检验检疫电子

证书适用范围助力货物加速提离，通过

与地方部门协同，企业可凭电子证书进

入港区外的中转消杀库，加快冷藏集装

箱提离速度，缓解口岸冷藏集装箱插电

箱位紧张压力。全面推行通关全程可

视化促进信息公开透明，企业可通过

“沪关E服务”公众号查询理货、申报、

查验、放行等信息，合理安排通关计划。

4月份以来，上海海关已受理空运

货物紧急通关申请928批次，通过“一企

一策+全天预约+随到随查”服务，保障

通关各环节无缝衔接。

为企纾困“再减负”，复工
复产“再提速”

此次出台的措施中，特别针对进出

口企业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给出了“参

考答案”。为了解决最受关注的因疫情

管控产生的滞报金与滞纳金问题，上海

海关将分类分批受理企业减免申请，对

符合条件的予以免征或减征。同时，用

好容错机制，引导企业对疫情期间产生

的技术性差错进行网上“主动披露”，并

依法免除相应法律责任。

为最大限度减少属地查检作业对

企业生产过程的影响，上海海关又推出

了“定制化”的新模式，将查检作业嵌入

生产过程，实现顺势监管，关员查检与

产品生产同步作业，协助企业节省仓储

和运输成本。部分出口货物生产下线

即可装船离港，将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带来便利。而持续推广的远程视频查

检，可在线完成查检指令，有效提高属

地查检作业效率。

民生保供“不断档”，产业
优势“再升级”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上海把产

业保供重点优先放在了集成电路、汽车

制造、生物医药等供应链上下游联系紧

密的重点产业以及与保供息息相关的

民生产业。前期，上海海关以问卷调

查、视频会议等形式，面向重点产业的

400多家企业开展广泛调研，梳理形成

四大类共37项问题和建议，并与重点企

业逐一对接，逐条拿出可操作性的解决

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做大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

等全产业链“绿色通道”，将通关便利化措

施的惠及范围从重点企业扩大至产业链

供应链上下游，将商品覆盖面从制成品扩

大至原材料、中间品及相关制造设备；全

面实施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口岸和

属地查验协同，确保不影响货物性能与品

质；对冰鲜水产品、水果、肉类、巴氏杀菌

乳、婴幼儿配方乳粉等民生物资采取临

时性措施，对进出口鲜活易腐农食产品

实施优先查检，加快整体进口速度。

近期，上海海关已通过“绿色通

道”，快速放行多批包括心脏除颤设备、

用于心脏瓣膜疾病治疗的镍钛加强管

以及心血管患者和白血病重症患者的

急需药，切实保障疫情期间民生医疗用

品和药物的供应，支持生物医药企业复

工复产。

一体协同“更高效”，区域
供应“再畅通”

为提升长三角跨关区物流运转效

率，持续巩固区域产业集群优势，上海

海关携手南京、杭州、宁波、合肥四地海

关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统筹区域产业链

供应链重点企业名单，实现“白名单”企

业“五关”互认，建立统一绿色通道；支

持“陆改水”“陆改铁”，鼓励长三角进出

口企业运用“联动接卸”模式，将外地港

口作为洋山港货物的接卸地和延伸地，

进出口货物通过驳船在两港之间水路

运输，手续办结后可在洋山口岸直接提

离或出境，实现进出口货物“一次申报、

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为企业进出口物

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日前，长三角

“五关”已联合发布通告，共同保障区域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

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承载着

重要功能，疫情不可避免会按下经济“慢

行键”，但坚持开放优势、促进贸易发展、

加快产业升级必将对冲疫情带来的影

响，助力经济和外贸转为稳中向好的态

势。上海海关党委书记、关长高融昆表

示：“上海在国家促进外贸稳增长大局中

地位和作用特殊，上海海关将积极推动

海关总署促进外贸保稳提质‘10条措

施’高效落地，针对疫情防控的不同阶

段，不断细化服务措施，努力打通政策

措施落地‘最后一公里’，更好服务上海

企业从复工复产向复工达产迈进。”

上海海关出台12条保链稳链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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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板30个品牌鸡蛋，平均一个鸡

蛋不到一元。本轮疫情期间，如此物

美价廉的团购物资，来自于由市级机

关20余名党员志愿者组成的“三个一

分钱”服务队。

之所以取名为“三个一分钱”，

是因为他们定下规矩：出厂价不加价

一分钱、志愿者不经手一分钱、团队

不谋一分钱私利。

一个多月来，从田间到餐桌，这

支奋战在全市保供链上的志愿者团

队，在线上线下不间断运转，为市民

提供了逾1000吨平价菜，惠及全市16

个区1400多个社区点位，直接受惠群

众超10万户，让更多市民在疫情期间

吃上了“安心菜”“放心肉”。

没有大米，只能动脑
筋在稻谷上

金涛，市委组织部青年党员，也是

“三个一分钱”服务队发起人。与他初

加微信好友，其微信名“米面蔬果肉蛋

禽”就透着一股浓浓的“保供味”，同时

也让人秒懂这支服务队的业务范围。

打开他的朋友圈，满屏当季蔬果——

练塘茭白5元/斤、100份起送；散叶生

菜2.8元/斤、1000斤起送。

服务队全体志愿者都有一个新名

字——“店小二”，热线服务时间是

上午9点至晚上8点。现实中，“店小

二”们待机更久。清晨，老人们致电

咨询菜单；深夜，90后“团长”们开

始发力。

看似简单的供需对接，队员们遇

到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多。第一次为居

民联系买大米，金涛没经验，当听供

货商说只有稻谷存放在冷库时，顿时

傻眼了。不少居民又反映：家中米桶

已见底。“只能硬着头皮上”，他先联

系加工厂为稻谷去壳，后又找到一家

快递企业连夜将大米送到位于市郊宝

山区和市中心静安区的居民小区，以

解群众燃眉之急。

凌晨1点多，漆黑悠长的路面上

突然闪烁起刺目的车灯，等待已久的

志愿者们心定了。货到了，金涛也终

于舒了口气。这样的“运粮”体验，

他从未有过。也因为这次体验，他和

队员们决定更深度地介入保供链，

“三个一分钱”的种子也自那时生根

发芽。

统一货源让“不加一
分钱”成为可能

深度介入保供链，意味着要在最

短时间内“速成”各类技能。队员们

不仅要与上游农户打交道，也要与下

游“团长”保持紧密联系，甚至还有

物流公司、加工企业等，以便让保供

链上的每个环节都能高效运转。

与农户接触前，来自上海交通大

学的党员志愿者闵楠并不知晓，大量

沪郊农户仍用着相对原始的生产销售

模式。以金山区廊下镇盛产的球生菜

为例，年产量近2000吨，往年，每逢

球生菜上市季节，商贩们会开着卡车

来田间收储，再分销给餐饮店。而今

年，商贩们不见踪影，客户端无处可

寻，农户们不知晓如何接驳消费者，

千吨球生菜面临滞销危机。

一边是庞大的保供需求，一边是

非标准化的农产品。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选择直接与沪郊各区的镇政府合

作，并由对方负责旗下农业合作社货

品质量。每次发单，均由数个合作社

一起接单，确保出货速度和质量。

希望多姿多彩的生
活逐步回归

相对统一的货源，让“出厂价不

加价一分钱”成为可能。但面对下游

“团长”，如何监管是个难题。最初，

志愿者希望直接与居民区书记对接。

但实际操作中，“小巷总理”们在日

常核酸检测、配药送医等工作之余，

很难再分出精力管团购。

最终，志愿者选择与近千个“团

长”直接对接，但也为此设下门槛。

譬如，团长进群时必须承诺，社区团

购不加价。每次订购时，还要将社区

群接龙信息截图转发，确保出厂价与

销售价一致等。

“五一”过后，团队的“业务范

围”更广了，色泽绚烂的非洲菊出现

在采购清单里。起初也有人提出异

议：现阶段对接蔬菜瓜果都来不及，

为何还要上架鲜花。但一番讨论后，

大家逐步认可：“希望多姿多彩的生

活也逐步回归”。

努力提供物美价廉的团购物资，惠及全市16个区1400多个社区

“三个一分钱”服务队：千吨平价菜 不加一分钱

没有独立的物业管理、70%左右居

民都是老年人……长宁区卫乐园——

这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老洋房小区，

在疫情封控期间一直保持着“全阴”。

成绩背后，有一支从早忙到晚的“自治

守护队”。

清晨5点半起床，简单吃完早餐，

戴好口罩出门，老党员金彩珍就在弄

堂里忙开了。她和最年长的志愿者

夏惠珍一起清扫周边区域的垃圾，把

每个沉重的垃圾桶摆放整齐，在其他

志愿者共同协助下接力清理各处卫

生死角，保持小区环境整洁。“我是接

了另一位老党员王后德的班。他之前

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又扫地，又运垃

圾，最近身体有点吃不消，我们就劝他

先回家休养一段时间。”金彩珍说。

金彩珍、夏惠珍和王后德，都是

卫乐园“自治守护队”成员。这支队

伍，由泰安居民区党总支原书记俞静

牵头组织。

俞静是泰安居民区的老书记，也

是在卫乐园住了近 40年的“老土

地”。浦西封控前夕，她主动联系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茅静，希望建立一支

由小区居民组成的防疫志愿者队伍。

“我们小区没有物业管理，高龄老人

又很多，所以我们居民要自发行动起

来，守护家园。”

招募志愿者的消息一经发出，马

上就有8名老党员踊跃响应。很快，

卫乐园“自治守护队”便成立了。志愿

者们不舍昼夜在小区内外奔波，协助

核酸检测采样、发放抗原、运送物资

等。有志愿者曾手臂骨折过，不能负

重，但每次发放物资都是拿着小推车

搬了一箱又一箱，尽自己所能送到每

家每户，全然忘记自己已年近古稀。

看着志愿者们的无私付出，越来

越多居民，尤其是社区年轻人申请加

入“自治守护队”。渐渐地，队员人

数从成立时的8人，增至目前的将近

20人。封控期间，小区需要有人在门

卫处值守，经志愿者共同商议后，卫

乐园“自治守护队”组织起12位居

民，一天三班从上午7点至晚上10点

轮流值勤，严格把关。居民们还拿出

家中的消毒物品，供值守的志愿者对

快递物品进行消毒。

卫乐园70%的住户为老年人，并

不擅长操作智能手机。配药、看病、

买菜成为他们的难题。此时，年轻志

愿者们纷纷站了出来，通过结对的方

式，一对一地帮助慢性病患者配药，

关心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孤老的生

活起居。

随着封控时间的延长，生活物资

如何解决，成为摆在“自治守护队”

面前的难题。尽管陆续有爱心物资发

放，居委会也联系了购物平台，但仍

然无法满足居民们的需求。于是“自

治守护队”里的年轻人主动帮助老人

“团购”——他们联系供货商、发出

购物接龙链接、认真核对信息，不仅

解决了物资问题，也让老人的生活依

旧舒心。

在没有独立物业情况下，长宁区卫乐园老党员带领年轻人奋战抗疫一线

百年老洋房小区有一支从早忙到晚的“自治守护队”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

黄世泽，在虹口区广中路街道株洲居委

会珊瑚小区有另外一个称呼——“黄师

傅”。自从3月底，在虹口区政府挂职的

黄世泽接到区委组织部通知到街道支援

社区抗疫工作以来，他已经把社区里的

核酸采样“扫码员”、物资“分发员”、物资

运输员、药品“配送员”等各类岗位都“体

验”了个遍。

现在，社区里的居民看到他都亲切

地喊他“黄师傅”。他乐呵呵地告诉记

者：“这一个多月来，我‘解锁’了不少新

技能，学会了骑三轮车，去医院配药熟门

熟路，指导研究生也没耽误。”

好脾气的“黄师傅”还是
“驾驭”三轮车运物资的好手

核酸采样是社区抗疫的重要工作之

一。到社区报到后，黄世泽就主动请缨担

任核酸采样“扫码员”。作为新手，黄世泽

在接受统一培训后，还特意给自己“加课”，

观看视频反复学习穿脱防护服的要领。

小区里老人不太会使用手机，刚开

始，经常因为找不到核酸码截图而着急，每

当此时，好脾气的黄世泽总会耐心安抚，

“老人家不急，有我呢，我帮您！”几次以后，

黄世泽干脆提前帮不熟练的老人调好截

图，让老人定心，同时也能加快检测速度。

一个多月来，他配合援沪医务人员

累计完成核酸采样扫码任务7000多人

次。同时，随着扫码技能越发熟练，他还

向新任志愿者传授经验，也因此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黄师傅”。

“黄师傅”被更多居民认识，是因为他

常踩着三轮车运送物资。疫情期间，每天

都有大量生活必需品和抗疫物资需要运

输，三轮车成了重要工具。“我是交通运输

工程学院的教师，还是十几年驾龄的老司

机，三轮车没问题！”居委会里女性多，平时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黄世泽再次主动请缨，化

身“三轮车夫”。骑三轮车看起来简单，其

实很容易“翻车”，不过黄世泽说：“熟能生

巧，我现在已经是‘驾驭’三轮车的好手

了。分发物资时，我总能多干一些。”

前些天，上海气温升高，一位阿姨感

动地说：“黄老师，听说你是同济大学的

教授，这么热的天，你一趟趟蹬着三轮车

来给我们送物资，真是谢谢你！”黄世泽

红了眼眶，他说，居民的一声“谢谢”就是

给他的最大鼓励。

他是居民口中的“配药
侠”，帮助更多居民线上买药

封控期间，求医问药是居民的“刚

需”。从4月7日起，黄世泽又有了新身

份——“配药员”。他联合其他志愿者组

成配药“小分队”，收集好居民的配药需

求，穿梭于医院、药房、社区。

“特殊时期，医院人手也紧张，我有

时候一早赶过去，配好药出来天已经很

晚了，最长的一次在医院等了7个小时。”

黄世泽告诉记者，一个多月中，配药小分

队先后到医院配药30多次，解决了近

200位居民的燃眉之急。

也正是在配药过程中，他发现，不少

居民并不太了解互联网医院“线上配药”的

功能。于是，他和团队整理了《疫情期间线

上买药操作指南》，发放给社区的所有居

民，并在虹口区科委志愿者群中分享，不少

居民根据指南成功实现了线上就诊、买药。

白天，黄世泽奔波在抗疫第一线。每

当夜幕降临，他则打开电脑，和学生连线。

作为研究生导师，这些天来，黄世泽每天都

会和每位研究生进行电话交流，每周组织

所有研究生开一次组会，详细了解学生的

最新动态。他说：“只要给我90分钟、一个

安静角落，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只要有

网络，我都能拿着电脑把课上完。”

每天深夜，黄世泽都会伏案将点点

滴滴记在日记中。他在日记中写道：“这

些天来虽然辛苦，但我是党员，关键时刻

就是要站出来。”

同济大学副教授黄世泽冲在社区抗疫第一线，担任核酸采样
“扫码员”、物资“分发员”、药品“配送员”

骑三轮车的副教授，居民们都喊他“黄师傅”
■本报记者 吴金娇

黄世泽骑着三轮车运送物资。

致敬逆行出征的核酸检测人员，
上海铭记感恩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