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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决决打打赢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397例

疫 情 通 报

    2月 21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 397例（湖北 366例），新增治愈出

院病例 2393例，新增死亡病例 109例（湖

北 106例），新增疑似病例 1361例。

截至 2月 21日 24时，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 20659例，累计死亡病例 2345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 76288例。 据新华社电

上海昨无新增病例 昨晚死亡1例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泽茜）2月 21

日 0-24时，上海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疑似病例 55例，无新增确诊病例。今天

上午，16名康复者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康复出院。

截至 2月 21日 24时，上海市已累计排
除疑似病例 2065例，发现确诊病例 334例。

确诊人群中，91例病情平稳，10例病情危

重，3例重症，227例治愈出院，3 例死亡。
尚有 100例疑似病例正在排查中。新增的

死亡病例为男性，25岁，肥胖症，合并乙型
流感，1月 29日确诊为新冠肺炎危重型病

例，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救治无效于 2月 21

日晚死亡。

    在上海，特斯拉一直被视作标

杆。 当初的“特斯拉速度”，如今的
“特斯拉复工”，都让人在透视上海

经济发展的同时，看到背后的一种
精神。

昨天，央视报道了上海如何帮
助包括“特斯拉超级工厂”在内的

临港新片区企业，在科学防控的同

时积极复工复产。 据统计， 截至 2

月 20日，临港新片区复工企业 919

家，复工人数超 4万人，其中产值
在 5亿元以上的企业已全部实现

复工。 就在几天前，今年上海首座
石油钻井平台“东方发现”号顺利

交付外国客商，总价值超 10亿元。

新片区还以电话沟通、网上对

接等方式实现了 2020年首期重点

产业项目签约， 总投资超 200 亿

元，涵盖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半导
体材料生产等项目。 逆境之下，殊

为不易。

去年开始，“逆风飞扬” 这个词

在上海就被频频提及。今年开局，整
个中国更是直面逆境， 突如其来的

疫情导致经济一度停摆， 各种悲观

论调甚嚣尘上。现状不可否认，面对
逆境如何抉择是关键。是躺下不动，

任困难碾压，还是逆风振翅，再战苍

穹。 对于上海来说，特斯拉、临港新
片区的表现，不妨看作一种回答。

人们常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个人感觉，其中有两层含义，

一是敢为，这是一种勇气；一是能

为，这是一种本领。唯有两者兼具，

才能在逆境中有非凡表现。

这几天，有媒体报道了一家企
业的故事。 上海一家护肤品公司，

此前已在上海、北京、广州等百余
城市的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店，开设

了 337家直营店， 这次受疫情影

响，157家门店歇业， 仍在开业的
门店也几乎没啥客流，品牌总体业

绩下滑 90%。

眼看着 “不到 2 个月就要破

产”，为了“活下去”，这家企业的
CEO决定拼一记， 亲自带领线下

门店导购员上淘宝做直播，从零学

起，咬着牙不放弃。 没想到竟然开

辟了一番新天地。到 2月 15日，业
务全面反弹，销售量达到去年同期

的 145%，部分门店甚至业绩翻番，

武汉门店更是在全国所有门店中

位列第二。

经此一“疫”，这家企业不但没

有垮掉，还找到了新的机遇和发展

路径，真的可以说是危中有机。

企业也好，城市也罢，道理都

一样。对上海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
干部来说，当前这场“战疫”，不仅

是公共卫生体系、城市治理能力的
大考， 其实也是优化营商环境、主

动服务企业的大考。上海一直在努

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的城市。能否

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及时主动纾
困解难，不仅影响一批企业的生死

存亡，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座城
市最真实的营商水平。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他
日若凌云， 定与你同甘。 有人说，

“共克时艰” 的特殊时期， 也是安

商、稳商的好时机，是各级政府充
分赢得市场主体信任、更好打造服

务企业“店小二”形象的窗口期，是
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吸引力和

竞争力的特殊的机遇期。

当前， 上海已经出台了包括

“28条措施”在内的一系列惠企政
策措施。 如何抓好政策落实的“最

后一公里”，让企业真正受惠，考验
着政府的执行力。

逆风飞扬见精神。唯有迎难而
上，危中寻机，方能守得云开见月

明，于无声处听春雷。

观察战疫

消毒水不是花露水避免过度消毒
不聚会少开会短距通勤首选步行

专家带来发布会首场健康科普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蔡骏）从
昨天起，在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支持下，疫情
防控发布会新增了健康科普环节。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专家崔松带来首场科普。

崔松建议，复工复产后，须做到以下几点：
1.通勤距离短，首选步行和骑行；搭乘地

铁、公交，全程佩戴口罩，配合进站测体温，保持

间距不闲聊。
2.进入单位先测体温，提倡走楼梯，乘坐电

梯不交谈；电话、键盘、鼠标常消毒；开窗通风要

保暖。

3.与人交流保持距离，非独立办公均佩戴
口罩。

4.错峰用餐，排队保持一定距离，单独进
餐。食堂就餐留间距，不摸手机、不交谈。

5.下班直接回家，不聚会、不聚餐。
6.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注意喷嚏礼仪。牢记

防护口诀：勤洗手、戴口罩、不摸眼口鼻；测体

温、不聚会、与人留距离。

“消毒水不是花露水，避免过度消毒。”崔松

最后强调。

市卫健委：排除疑似有严格流程
上海疑似病例为何还保持在三位数？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蔡骏）有

市民留意到，本市疑似病例排查比较慢，一直保
持在三位数，为什么没有减少？

对此，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郑锦昨天解释，
对疑似病例的排除有严格的工作流程，需要一定

的时间。按照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要求，疑似病例

的排除必须满足以下几点要求：一、连续两次呼
吸道标本核酸检测为阴性，而且两次采样时间至

少间隔 24小时；二、必须结合临床和影像学表
现，比如 CT检查；三、经专家综合会诊判定。

大企业复工情况良好
中小企业复工率偏低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蔡骏）市
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昨天介绍，2 月 10 日以
来，本市总体复工复产情况良好，复工保持了平

稳有序。总体而言，大企业复工情况总体良好，
但是中小企业复工率偏低，说明企业的复工复

产工作仍需各方共同努力。
全市工商企业复工率超过 70%。目前，央

企复工率 95%，国企复工率约 80%，217家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复工率 93%。
重点园区复工较快。如临港园区 22家重点

企业复工率 100%，上海化工区、紫竹高新区、

外高桥保税区等 20个重点园区用电量已达到

去年正常水平 80%以上，显示园区总体恢复情
况较好。产业大项目正在加快复工。未复工的主

要涉及建设工地等劳动密集场所。
又讯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峻昨天介绍，截至

2月 20日，本市 844家重点超市卖场员工返岗
率达 96%；548家重点便利店，员工返岗率达

94%；127家重点购物中心，入驻商户员工返岗

率约 52%；75家重点百货员工返岗率约 43%。
从门店开业率看，截至 2月 20日，95%以

上的购物中心和百货企业均已正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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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被自己打倒！”今天

上午，65岁的陈老先生迎着明媚
的阳光，走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 A1应急大楼。包括他在
内的 16名康复患者今天出院，上

海的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约
68%。住了 3周医院的他曾是一

名重症患者，不曾想过自己还能

康复，陈老先生神清气爽，“谢谢
所有医生护士，是你们救了我，让

我可以回家！”
陈老先生于 1月 27日入院。

“刚开始是发热，有点轻微的咳
嗽。后来，我一度高烧到 39.8℃。”

陈老先生说，他的老家在湖北襄
阳，从老家回来以后出现了一系

列的症状。住院期间，医生不断鼓
励他，和他说“加油”。陈老先生表

示，“我要衷心感谢他们的救命之
恩。”看到他提着一大袋生活用

品，公卫中心的医护人员帮他拿
着送他上了车。随着车子启动，他

向医护人员挥手告别。
出院患者施女士说，她和父

亲都是确诊患者，她有心脏病，所
以确诊后就被送往 A3 重症病

房，经过抢救后转入 A1病房。她
说，一开始自己也吓一跳，“肺都
白了”，情绪也不太稳定，医生劝她，一定要

“屏住”，把精力花在康复上。现在她挺过来
了，心里也非常感动。“这里的护士比我的

女儿还小，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要谢谢
他们每一位！”现在，施女士的父亲还在治

疗中，她希望父亲也能加油挺过来。
国家、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胡必

杰告诉记者，4个重症病人能出院，对医疗

组和其他病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74岁的江老先生 2月 2日入院，高流量吸

氧，是这 4个重症病人中年纪最大的。65

岁的陈老先生 1月 27日入院，还上了无创

呼吸机。陈老先生的免疫功能较差，曾经连
续一周上了医疗组的“白板”，是需要重点

关注的患者，他能康复确实很不容易。“他

从住院到出院，经历了 3个多星

期，属于时间比较长的。部分身体
较弱、基础疾病较多的患者，本身

排毒时间也会比较长。”胡必杰说。
重症患者中还有两名女性，分

别是 52岁的施女士和 47岁的朱
女士。施女士 1月 28日入院，当初

她免疫功能相当低下。经过专家组

的精心治疗和密切观察，才一天天
地好转起来。

“这 4名重症患者中，有两位
双肺感染且范围较大，短时间内肺

部进展很快。”胡必杰说，对于这样
的病人，医疗组是高度警惕的，每

天都要视频会诊讨论病情。“我们
在这里这么多天，陪伴患者们来了

又走，看到他们痊愈，真是非常开
心的事啊。”

每个患者出院前，都要经过专
家组的反复评估。除了体温连续

三天正常、核酸检测两次阴性、呼
吸道症状明显改善等，还要严格

比对 CT影像，确保肺部情况明显
好转。现在，上海的出院病人除了

严格遵照国家标准外，还需要检
测粪便中的病毒核酸。目前出院

病人粪便中的病毒核酸均为阴
性。胡必杰说，在出院病人的把关

上，上海还是比较严格的。关于检测患者大

便中的核酸，是他最初就提出的，得到了专
家组的一致认同。

和最初的“摸索”治疗相比，专家组对
治疗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更有经验了。目前

的治疗关键仍是防止轻症转重症及重症转
危重症，这也是救治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压

力。但在这个春意融融的季节里，对胡必杰
和其他专家来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也时常传来一些“小确幸”，比方说，有一
个危重症的插管患者，已经转到了轻症病

房；还有一个上了呼吸机的患者，已经能下
床走动了。“我们希望患者们越来越好，早

点出院，拥抱新生活吧！”胡必杰说。

本报记者 左妍 见习记者 张泽茜

对重点企业等实施“白名单”制
复工单位必须做到“四个 100%”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蔡骏）市
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昨天介绍，本市将实施
“白名单”制度，对重点外资外贸企业、纳税百强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隐形冠军、专精特新企业、
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等保障复工复产。对核心管

理人员、一线熟练操作工人等优先保障复工。目
前，上海市已协调 98家为长三角地区防疫物资

生产企业配套的本地企业复工；三省工信部门

已支持上海的 38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涉及的

200家配套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蔡骏）市

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昨天强调，对已复工复产
复市单位，必须抓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到“四个

100%”，即上岗人员 100%戴口罩、100%测量体
温、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区域 100%消毒、100%

健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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