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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时多，位于青浦工业园

区内的妮维雅上海制造中心陆续

出现人影，工友们在进入生产区之

前逐一做好抗原检测。7时，生产

线准时开启，一瓶瓶护肤品被快速

包装，成品随着机械手臂被举起放

下，又一箱箱摆放整齐。

看着飞速旋转的流水线，中心

生产总经理陈圣祥百感交集，从复

工第一天的激动、忐忑、压力大，到

如今的安定、坚定、信心足，背后是

各级政府部门防疫、生产两手抓的

毫不懈怠，也是外资企业决心守

“沪”的韧性不减。

机器声响，生产线重开
工作在上海青浦，生活在江苏

昆山，陈圣祥是典型的长三角跨城

通勤人。但从3月21日开始，他就

没有回过家。

“最初接到的通知，是浦西封

控4天，因此3月31日晚上离开工

厂后，我住进了酒店，等待4月5日

开工，没想到一等就是22天。”他

说，当时天天看新闻发布会，天天

盼着早日复工，“因为妮维雅上海

制造中心是拜尔斯道夫集团在华

的唯一生产基地，全国的销售渠道

基本都等着我们供货”。

曙光是在4月中旬来临的。

拜尔斯道夫中国企业事务总经理

雷开霆记得很清楚，复工申请和员

工名单交上去没多久，青浦工业园

区就在4月21日批准了复工。

4月22日晚，陈圣祥第一个回到

厂区。来不及感慨，立刻投入到紧张

的筹备工作中。“我们是先遣部队，

要接收好口罩、防护服、消毒水等

防疫物资，安排好食物、帐篷、被褥

等生活物资，迎接次日到的员工。”

全员两次核酸，静默48小时

后，厂区终于响起了机器声。如今

100多位员工在厂区内实施封闭

式管理，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行，恢

复到了同期产能的40%。

闭环生产，打通产业链
重回生产轨道的外企，不止是

拜尔斯道夫。

5月13日，上海市经信委主任

吴金城表示，本市已推动三批“白名

单”企业3000多家复工复产，其中

外资企业847家，复工率已达80%。

5月15日，上海市商务委主任

顾军表示，本市已发布两批复工复

产重点外贸企业“白名单”，包括货

物贸易类、服务贸易类、外资总部

类和口岸服务类企业共计704

家。第三批名单820余家也将于

近日发布。

承担着重要保供任务，博世中

国在上海的两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和

一家热力技术工厂，在疫情期间均

处于闭环生产之中。博世中国总裁

陈玉东表示，疫情逐步缓解，我们看

到了积极好转的趋势，目前博世的

产出能力在30%到75%之间。

西门子医疗上海研发与生产

基地被列入首批重点复工企业“白

名单”，300多位员工在工厂闭环

管理，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以满足

国内外市场需求。上海西门子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总

经理孔军说，随着越来越多上下游

企业复工，原材料供应逐渐步入正

轨，能够满足制造要求。

启动复工至今，先尼科控股有

限公司的青浦工厂陆续入驻了四批

生产人员，目前产能已基本恢复。

董事长鹿传欣说，复工的关键是上

下游产业链逐步打通，“内蒙古、河

南等地的供应商能够将原材料送进

来，我们的产品也能从上海港出发，

出口到美国、比利时等国家”。

三大困难，仍有待努力
复工复产的过程中，也并非没

有困难。

博世中国表示，复工的工厂产

能不足，主要是面临着闭环管理员

工不足、物流不畅通以及各级供应

商复产慢的三大困难。由于产业链

很长，仍有待时间和共同的努力。

“汽车有很长的产业链，不仅

有像博世这样的供应商以及他们

的一级供应商，还有更多供应商的

下级供应商，都需要恢复生产。供

应链如果不形成‘链’，最终无法产

出产品。”陈玉东表示，希望更多

供应链上的伙伴能够快速复工。

拜尔斯道夫也有同感。陈圣

祥告诉记者，“我们一种肉碱原料，

这家原料供应商位于上海浦东康

桥，前期一直处于封控中无法发

货。最后是紧急协调了其东北工

厂，从东北发货到苏州中转仓，再

直发上海，才得以保证生产继续。”

但上海依然是外资高度重视的

市场，加码中国的信心始终不变。

今年2月，先尼科宣布投资1

亿美元，在上海奉贤区杭州湾开发

区合计58亩土地上建设亚太区域

总部。鹿传欣说，投资计划没有

变，全年目标也没有变。

“中国继续保持博世集团最大

的单一市场。”博世集团董事会主

席史蒂凡 ·哈通博士表示：“长期而

言，博世将继续坚持本土化发展。”

明治中国则表示，现在虽然面

临着疫情的困难，但是在中国扩大

投资规模的方针没有改变。“今后

明治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扩大事业。”

而在妮维雅上海制造中心，飞

速旋转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为即

将到来的618大促做好准备。雷

开霆说，中国的大市场没有停滞，

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没有

减少，我们正忙碌着如何赶回来、

追上去。“从德国汉堡到中国上海，

奋楫勇进的干劲没有变。”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从复工第一天的激动、忐忑、压力大，到如今的安定、坚定、信心足

在沪外企克服难关全力以“复”
这两天，因“老板含

泪直播，救救国货”传
言，蜂花又上了热搜。
对此，蜂花辟谣表示，公
司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市
防疫要求，从3月17日
封控至今，老板一直忙
于复工复产，暂无时间
直播，“非紧急需求建议
解封后购买，因为目前
货源非常紧张”。
蜂花是上海人都熟

悉的老字号品牌。它的
经典产品檀香皂不仅拥
有跨越世纪的生命力，
其手工包装还作为劳动
项目引入杨浦的社区
“阳光基地”，由智障学
员合作完成，被网友大
赞“暖心”。
在上海抗疫的特殊

时期，蜂花又获广泛关
注，一方面是出于大家
对老字号国货的支持喜
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人们对疫情下企业生存
发展的关注担忧。
就业是最大的民

生，企业的背后承载着无
数个家庭。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让企业尽
快顺利复工复产，是每一
个人最朴实的期盼。
前段时间采访复工

复产时，笔者了解到，一些企业的产
能在陆续恢复，但仍面临物流难
题。有的企业在长三角周边城市设
立中转站，但物流成本较平时上升
数倍，一些“堵点”亟需打通；有的
“绿色”“无疫”工地尽管工人们符合
复工条件，但由于原材料紧缺，复工
进度仍较缓慢。已经复工复产的重
点企业正咬紧牙关，努力把失去的
时间抢回来，还有更多中小微企业
则盼望着能够开门营业，恢复如常。
近期，一组上海街头小店的照

片也引发热议。3月底封控时，店
主们不约而同张贴了“暂停营业”的
告顾客书。这些五花八门的告知书
上，有的画着卡通图案，有的说要赶
去囤菜，还有的写下“几天后见”。
而今，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门窗紧
闭，令网友感慨：解封后，我们还能
见到这些可爱的小店吗？
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提到，下一

步，上海将分阶段推进复工复产，会
更多地听取中小企业意见诉求。

3月底，上海就发布了“抗疫助企
21条”政策，综合实施减税降费、房租
减免、财政补贴、金融支持、援企稳岗
等措施，目前已有32个部门、16个区
出台配套实施细则。房租减免方面，
预计国有企业房屋业主将为中小企业
减免房租100余亿元，鼓励民营企业、
产业园区等非国有房屋业主为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企业的疫
后复苏，需要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
更需要提振信心、注入动力。祈盼
多方援助，让它们在历经波澜后，仍
能扎根生长。愿为街头小店心生欢
喜，想见国货品牌岁月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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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面临出货量大、部

分员工却未能返岗的‘剪刀差’。”5

月初，闵行公安分局杜行派出所民

警陈国强在巴司德尼（上海）消毒

用品有限公司走访时，企业负责人

向他诉苦。

原来，公司复工复产后，产能

足够，搬运装卸却成了“卡脖子”问

题。据了解，巴司德尼公司已从最

初一天一车货增加到七八车货，企

业面临有货可出但缺人装卸的困

境。陈国强说，“我来想想办法”。

杜行派出所管理范围内有

3000多家企业。为了助力复工复

产，派出所要求社区民警走访片区

企业，了解实际困难，梳理共性问

题，与相关管委会和物业一起，为

企业寻找解决方案。巴司德尼是

全市第一批复工复产666家“白名

单”企业之一。专门生产医用消毒

用品，肩负着为多家方舱医院保供

的重任。陈国强马上与企业所在

的奇士创业园主动对接，建议整合

园区各方力量，保供为先。园区负

责人大力支持，抽调了园区保安和

其他公司封控人员成为志愿者，参

与物资装卸，确保企业按时发货。

目前，巴司德尼日均出货量20车。

有困难，找警察。在疫情防控

的特殊时期，在杜行派出所，替企

业纾困解难的故事有很多。企业实

行闭环管理，30多名员工遭遇吃饭

难，社区民警马上协调为企业员工

统一配送一日三餐；员工吃住在同

一个空间，警方加强消防隐患排查，

聚焦临时宿舍设置、消防通道畅通、

生产设备安全等，纳入监管定期复

查……前些天，一家企业的送货车

辆在浦星公路爆胎，疫情下一时找

不到救援车辆，眼看要耽误送货，又

是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千方百计

协调一家汽修厂，解了燃眉之急。

通讯员 陈春 记者 潘高峰

辖 区
里有3000

多家企业

千方百计助力复工复产
小小派出所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今天

上午9时，位于普陀区万里街道的

上海农商银行普陀支行试点恢复

对外营业，成为上海中心城区第一

家恢复营业的银行网点，营业时间

为上午9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

时，期间仅办理个人业务（暂不办

理个人理财业务）。

第一个踏进银行大门的居民

刘阿姨，要把4月份就到期的存款

转出来，“终于盼来银行开门，马上

来办理业务。生活慢慢地正常了，

心里很开心的！”

在本轮疫情中，普陀是最早实

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的中心城区。

上海农商银行普陀支行第一时间

成立了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制定详

细方案、连夜报批总行、汇集人财

物车各方资源，仅用一天半的时

间，成功申请获得001号《普陀区

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复工证明》，

打通人员、物资、现金运送等堵点

环节渠道。该支行前期已派驻8

位员工封闭驻点，满足金融服务运

转基本需要。恢复开业前，25名

员工提前抵达进行静默期管理及

核酸检测，确保前中后台各类人员

到岗上工。营业场所由万里街道

协调专业队伍进行消杀，划分功能

区域，合理设置动线，安装数字哨

兵，张贴引导指示牌等。上海农商

银行普陀支行行长郭建新表示，为

更好地服务市民，网点员工仍将

24小时驻守网点实施封闭管理。

同时建议居民优先选择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等线上方式办理业务。

据万里街道办事处主任罗艳

介绍，此次恢复对外营业的银行，

目前只对防范区居民开放。银行

对业务办理人数限流，每个小时可

以有15人进入银行。

据了解，普陀区纳入上海市金

融业复工复产首批白名单企业共

有9家，目前正对接办理名单内企

业复工复产。

农商银行普陀支行开门迎客啦
上海中心城区第一家试点恢复营业的银行网点

■ 妮维雅上海制造中心，员工们在流水线上忙碌着 张钰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