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新闻8
本版编辑 /蒋 俭 视觉设计 /邵晓艳2019 年 5月 21日 /星期二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中小企业总产值增长表现亮眼，3月生产实现恢复性增长， 同比增
5.3%,小企业工业产值同比增 10%,注册企业数量环比大幅上升

上海中小企业信心增劲头足

    5月底的医学博士研究生年度

综合考核、6 月的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对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95后男生小吴来说，这个初夏重要
而又忙碌。

而昨天，他躺上了市一人民医
院的病床，成为上海市第 448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为陌生人送去生

的希望。
截至目前，上海交大医学院产

生了 9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自
2015 年以来，累计有 450 名“准医

生”在校园中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即便尚未穿上白

大褂，但治病救人的心愿，早已深深
植根于这些医学生的心中。

19岁时加入干细胞库
“30 岁时，我也送给自己一份

生日礼物，就是加入中国造血干细

胞库。他是 19岁生日时加入的，但

是比我幸运多了，5 年内两次配对

成功。”虽然眼角眉梢都写着担心，
但作为曾经的医务工作者，小吴妈

妈周女士仍坚定地支持孩子的决
定。“如果换成是我，一定也会这么

做的，毕竟是救命啊！”
当年，在高考志愿表上，小吴填

报的志愿全部和医学有关，并以优

异的成绩获得了 8 年本博连读资
格。2014年 3月，在踏上学医之路

的第一个生日，小吴加入了中华造
血干细胞库。他说，身为医学生，比

普通人有更多机会体验生命的无常，
也更珍惜每一个可以挽救生命的机

会。他曾作为志愿者参与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的“蒲公英图书馆”项目，也曾

经在血液科见习与实习。看到那些为
了化疗掉光头发的孩子不能玩耍，

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看
看到他们不吵不闹、有着超越年龄

的坚强的样子，看着患儿妈妈背着

孩子焦虑、忧伤，一转身看到孩子又

露出笑脸的样子，小吴切身感受到白
血病对于患者和家庭的折磨。

5年内两次配对成功
人海茫茫，造血干细胞配对成

功概率极小。非血缘关系之间的造

血干细胞配对成功几率接近十万分
之一，所以，每一例成功配对都被视

为“生命奇迹”。然而，小吴却被“缘
分”奇迹般地“砸”中两次———2016

年底，他第一次接到市红字会通知，

与一名被救助患者初配成功。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方身体原因，

最终没有完成捐献。前不久，当第二
次接到配对成功的通知时，这名医

学生简直有些不敢相信，毕竟，一个
人两次配对成功简直是奇迹。补充

营养、每周 2-3次去健身房锻炼，

他早早做好了捐献的准备。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易蓉

    最近， 一向以对食品保质期要求

超严的日本推出新政策， 便利店将临
近 “消费期限” 的食品以优惠价格出

售，鼓励民众减少浪费。 围绕着过期食
品到底能不能吃、该不该吃的论战，已

经从欧美“烧到”了亚洲。

其实，各国对于食品保质期的标识

曾十分细致，如欧盟规定，保质期分为

“在此前食用”和“最好在……前食用”，

前者是指在保质期后食用可能威胁健

康；后者则指在保质期后食用口感会受
影响。 美国更细，食品包装上的日期分

四种：销售截止期、最佳口味期、食用期
和封箱包装日期。 其中，“销售截止期”

指商场只能在这个日期前销售食品，但

并不是过了就不能吃了，它给消费者购

买后的贮存留有余地；而食用期则意味
着超过这个日期就必须销毁了。

慢慢地，欧美政府发现，随着国力
增强，国民浪费食物的“能力”也突飞

猛进，欧洲和北美 2017年人均浪费粮
食分别达到 95千克和 115千克。 究其

原因， 过于细致的保质期分类居然也

是“罪魁祸首”之一。 欧盟统计局数据
显示，有 15%到 20%的食物浪费是因为

消费者错误理解“最佳食用时间”引起

的。 法国消费者协会更将矛头直指食
品生产商， 因为保质期是由生产者自

行确定的， 因此不排除蓄意制订出过
分短促的保质期以达到营销目的。 消

协就此主张， 应由政府部门和专业机

构联手，根据不同产品重新确定“最终
保质期”。 近年来，很多国家从政府到

民众也都想方设法减少食物浪费，很
多国家甚至出台法规，“最佳食用时

间”或“最佳赏味期”这些容易误导消
费的表述已经逐渐被取消。

如今，这股风潮“烧”到了最讲究食

品口味、食品浪费全球称冠的日本，7-

11和罗森两大连锁便利店从本月起对

购买临近保质期的盒饭、面包等的顾客
将给予积分奖励， 以改变食品消费观

念。 作为同以节俭为传统美德、又以美
食口味为天的国家，日本的做法，或许

值得正处于消费转型期的我们思考。

新民随笔 过“期”食品 卫蔚

“准医生”送上“生命礼物”
上海交大医学院 95后男生成申城第 4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从今天起，黄浦区中小学生将陆续走进五卅运动纪念广场、老闸捕

房旧址、黄浦剧场、报童小学校史馆等红色景点，完成一次特别的行走
和探访。“黄浦区师生纪念上海解放 70周年”红色移动课堂开课暨涵养

师德师风主题活动上午在报童小学启动。

据统计，黄浦教育系统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除已有的 6个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外，还有近 20所学校拥有红色故事、红色人物和红色史迹。黄

浦区带领学生走进“红色移动课堂”开展研学工作室，并由老师发挥专业

特长，组成讲师团，共享教育资源。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孙中钦 摄影报道

    今年一季度，专注于肿瘤微创外

科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的上海逸思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约

47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5.43%；
上海诺倬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高

端数控装备在今年机床展一-经亮
相，便收获多张意向订单，今年销售

收入有望突破 8000万元⋯⋯

上海中小企业数量已超过 100

万，占全市企业总数的 99.5％，是上

海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今年一季度，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政策逐步落地、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等利好影响，上海中小企业信心

增强，工业产值实现回升，工业利润
增速大幅回升，服务业平稳增长，展

现出蓬勃向上的活力。

刻苦攻关打破垄断
在今年 2月底举办的中国机床

展上，上海诺倬力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带来的五轴龙门加工中心备受关

注。“简单说，就是工件一次装夹就

可完成复杂的加工。”公司创始人谭
勇介绍，诺倬力扎根高端数控机床

领域的研发，在制造业的寂寞期刻
苦攻关，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多年来

在五轴五联动领域的技术垄断。
对谭勇来说，今年的重点就是

开始应用落地，希望产品能用到工

业企业中，真正帮助中国制造突破
瓶颈性难题。“研发永不止步，目前

我们开始研究在新一代产品中加入
自检功能，减少二次检测。同时还在

研发大数据平台，让设备数据互联，
主动‘说话’。”

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上海制
造”在一个个细分领域加快“进口替

代”。逸思医疗是肿瘤微创外科领域
全球高端产品线最完整的企业。同

时，吻合器、能量刀、腔镜系统产品线
核心产品技术优势和临床优势已超

过进口产品，外科支持产品线技术达
到进口产品同等水平，成为打破肿瘤

领域高端医疗器械进口垄断的民族
企业领导品牌。今年国家层面针对小

微企业普惠性减税等利好政策的出

台，让企业更有信心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让创新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

新兴服务持续引领
今年一季度，新兴服务业引领

作用持续加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实现总产出 284.25亿元，同比
增长 16.7％。新技术为服务业发展

注入活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实现总产出 218.57亿元，同比增长

11.4%，拉动服务业增长。

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年轻创业
者的奋斗故事。2014年，穆青和德

国人法比恩一起在上海创办了热巢
科技，这个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的营销平台，在短短 4年多时间里，
从最初只有几个人的年轻初创公司

快速成长为国际化专业团队。
“热巢打造的是一个营销 B2B

平台，我们有信心将传统广告行业
与互联网相结合，将效率提高到最

大化。”在穆青看来，只要不断增加
技术研发，和各类中小企业一起成

长，企业发展未来可期。“我们当初
选择了一条比较难的路，一直坚持

大数据来提升营销行业的智能化水

平。坚持到 2018年，行业普遍开始
追求更高效率、更高品质的服务标

准，公司发展步入快车道。目前，技
术人员已经占到公司总人数的七成

以上。”这家只有 30人左右的公司，
正以每年 50％的业绩增速高速发

展，他们利用大数据为各类企业提

供营销方案，同时搭建平台整合产
业链上下游供应商，为和他们一样

的中小企业提供更高效服务。
法比恩则认为，从人工智能的

发展前景看，在上海创业令人激动。
“最初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主要针

对中国本土市场，现在中国很多企
业开始走向海外，需要科技解决方

案。我们也要一起走出去，和全球市
场互动。一个外国人通过在中国创

业从而进军全球市场，这样的情形，
即使在四五年前，都不常见。”

中小企业更具韧性
“今年，中小企业发展表现出更

具韧性、更有活力的特点。尤其是 3

月，中小企业总产值增长表现亮眼，

当月生产实现恢复性增长，同比增

长 5.3%，回升势头快于规模以上企
业。小企业又好于中型企业，小企业

的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10%。随着国
家降税减费的措施落到实处，我们

明显感觉到，中小企业信心增强，3
月注册企业数量环比大幅上升。”市

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主任葛东

波介绍说。
对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各级政

府的扶持力度正不断加大。在网上，
企业不仅能便捷办事，还能“淘”到

贴心服务。在“一网通办”总门户首
页，有“企业服务云”的入口。去年 1

月 1日上线的这片“云”，如同网上
商城，企业只要轻点鼠标，就可像网

购般一键获取各种政策和服务。
上线以来，上海市中小企业服务

云注册用户数已接近 44万。云上集
合了政策资源 2100余条、完成 5万

余条服务订单。葛东波介绍，今年还
根据企业实际诉求推出了税务咨询

的服务包。“我们选择有资质的服务
机构，主动帮助企业操作税务事项、

享受普惠政策。” 本报记者 叶薇

黄浦区“红色移动课堂”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