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孙云）昨天下午，春秋航空
公司专机降落在虹桥机场，统一戴着红色鸭舌
帽的云南丽江 115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一下飞

机，就受到杨浦区人社局和用工企业代表的欢
迎。他们中有些是第一次来到上海，有些则已

在之前通过杨浦区人社局和对口帮扶干部的
协调，来沪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次，他们能乘坐

专机来沪复工，是杨浦区人社局在特殊时期坚

持对口帮扶不能停的一次全新尝试。此前几
天，34名来自贵州遵义市对口帮扶地区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乘飞机返沪，第二批来自遵义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复工人员正协调组织中。

每年年初，杨浦区人社局都会在对口帮扶
的遵义市正安、道真、湄潭三县和丽江市玉龙、

永胜、宁蒗三县举办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

胜之年，突发的疫情却改变了这个惯例，倘若

这些贫困户不复工，就可能会面临返贫困境。
为此，杨浦区人社局积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

工复产的要求，迅速优化服务，改为在当地发

布 1200余职位，面向遵义地区建档立卡贫困

户进行线上面试。对于不便采取线上面试的丽

江三县，则协调企业派人前往当地村落，逐一
入户一对一面试。

2月 28日晚，首批 34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复工人员抵达上海虹桥机场。20多岁的小周

已在沪工作了五年。他说已在老家被困了一个
多月，没法回上海工作，缺少收入很发愁，现在

杨浦区政府为他们购买机票接大家复工，实在
是太好了。

对于企业复工复产来说，他们的到来也是

一阵及时雨。在出发前，他们已办理网上登记，
获得“随申码”绿码。抵沪后，他们每人都得到

了一套包括口罩、消毒药皂、毛巾等生活物品
和防疫用品的“大礼包”，用工企业还派大巴把

他们接到各自的宿舍进行居家观察。期满后，
他们就将在昌硕科技、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天

猫仓库等企业投入工作。其中，昌硕科技公司
还在工厂内设置独立区域的生产线、上下班专

用通道，并配以大巴接送，做好防控疫情和复
工复产两手抓。

    语音病历、社区防疫、无接触智能电梯、

在线教育口语测评⋯⋯疫情中，上海人工智
能企业云知声团队格外忙碌，疫情为他们创

造出全新的 AI技术应用场景，研发团队全
速奔跑，抓住机遇，抢占新市场。

智能排查两天上线
“我是徐汇区虹梅街道进行防疫随访工

作的智能机器人，请问您是不是刘××女士
本人？”“是我。”“了解到您刚从外地回来，耽

误您一分钟时间，核实几个信息。请问您从
外地回到上海后是否一直在家隔离？”⋯⋯

每天大量类似的疫情排查电话由云知声开
发的“社区智能防控系统”拨出。“我们数据

处理员在家操作系统，一天可拨打数万个排

查电话，有效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
云知声总裁助理黄盼介绍，系统可定向发起

拨入社区居民电话，通过多轮对话的方式，
自动采集与确认居民疫情相关信息，包括个

人身份、近期活动区域、近期接触人群、健康
状况等，对疑似人员自动标记、进行防疫提

醒，同时还可以自动汇总统计结果。
“我们还有几个研发人员在湖北，从年初

三开始大家远程作战，齐心协力，从接到街道
需求到系统上线，不到两天。能这么快拿出

解决方案，是因为之前在金融领域有类似的
技术积累。最难的部分在于对接社区需求，

每个区、街道、社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据悉，该系统已在上海徐汇、闵行、奉贤、青

浦落地。“这个系统可能疫情过后就不需要

了，但在和政府部门的合作中，双方一些新
的合作需求已经被激发出来了。比如家庭医

生项目，市民知晓度参与度不高，如果利用这

个技术及时通知到每户居民，各项服务落地
效果会更好。”

不要炫技要能落地
在位于漕河泾开发区的云知声办公室

内，工作人员正戴着口罩在电脑里处理各种

信息。作为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其办公环境
显得过于朴实，几乎没有什么炫酷的布置和

设计。对创始团队而言，一切决策的前提都
是“服从市场需要”。技术如果不能解决产业

问题，技术就只是企业炫技的产物。

云知声打造了一系列“零接触”的智能
终端设备解决方案，让市民通过语音就可以

快速、便捷地操作终端设备，直接避免感染
风险。例如地铁站智能语音购票机，乘客只

需动动嘴，对它说出诉求，语音售取票机即
可识别乘客需要购买的目的地车票和购买

数量。目前，已在顾村公园地铁站投用。
该公司新推出的智能声控电梯解决方

案，通过语音就可以操作电梯，完成全部乘
梯操作；还可实现零接触远程电梯“遥控”，

通过微信小程序的方式呼叫电梯，将电梯直

接呼叫到所在楼层。目前，云知声已经与日
本知名电梯厂商达成合作，完成安装。

机遇给有准备的人
2015年开始，云知声开始做芯片。到如

今，成为业内少数几家能赚到钱的 AI企业。

受疫情影响，硬件这块业务对企业影响不
小。“战场必须快速转换，疫情也给我们带来

新的应用市场空间。比如，很多在线教育里的
口语评测系统都是我们提供的，最高峰 500

万名学生在使用。疫情期间，系统调用量同比
去年翻番。”云知声创新事业部项目经理马洪

锟表示，去年为徐汇区一家中学开发的“空中
课堂”，本来是学校教学的补充，在疫情期间，

突然成为主力选手。同时，公司携手合作伙伴
推出的远程在线会议系统、语音书写病历、智

能送货机器人等也在疫情期间得到应用。

“疫情过后，中国工厂将更加重视智能
化、数字化建设，我们目前也在推进这方面

的业务。时势造英雄，我相信机遇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企业。”黄盼自信满满地说。

本报记者 叶薇

    本报讯（记者 左妍）全球领先的医疗健

康企业———强生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同
时，昨天再次行动，通过本地采购以及进口物

资，向上海市红十字会捐赠总价值近 600万
元的紧缺医疗防护物资，其中包括 45000套

医用防护服与 24000副护目镜，为上海市的
医疗机构以及上海援鄂医疗队抗击疫情提供

保障。

捐赠医疗防护用品
强生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在徐汇区、浦

东新区、闵行区等拥有多家注册公司和生产

工厂，是上海外资企业纳税百强。自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强生充分发挥在医疗器材、制

药和消费品业务领域的专长，通过从全球和
中国本土采购医疗防护用品、现金、药品和产

品捐赠等方式支援包括湖北省在内的疫情严

重地区抗疫工作，总价值超过 3000万元。此

外，强生消费品向上海 6家三甲医院捐赠的 4

万瓶李施德林漱口水昨起陆续运抵，供医护

人员防疫使用。
记者在捐助清单上看到，强生通过全球

采购的价值超过 2000 万元的防护用品，包
括：近 100万个防护口罩，10万套防护服，10

万个护目镜。大部分物资已陆续分别运抵包
括湖北、广东、浙江等省市的抗击疫情一线医

院。其中，强生医疗向武汉火神山医院捐赠价
值 65万元的医疗设备和耗材、西安杨森捐赠

价值 100万元的退热及抗抑郁药品，以及价

值约 50万元的抗病毒药物用于实验室药物
筛选及临床试验性治疗、强生消费品向抗疫

一线医护人员以及武汉当地社区捐赠超过
100万元的产品，包括 50000多瓶李施德林漱

口水、18000多支大宝 SOD蜜和滋养手霜，为

武汉社区提供 48000瓶跨国调配的邦迪抗菌

洗手液，为浙江、重庆等医疗队捐赠的李施德
林漱口水等生活用品；在了解到一线医护人

员同时佩戴眼镜和护目镜会产生水汽，不利
于工作后，强生视力健向武汉的两家定点医

院捐赠了一批价值超过 50万元的安视优日
抛型隐形眼镜。

同心抗疫，责无旁贷
目前，强生在中国的包括医疗器材、制药

以及消费品生产的所有 9个工厂已在各地政

府的指导下稳妥有序复工复产。到本周，全国
56个办公室中的绝大部分都具备了返岗条

件，大部分员工可以返回办公室上班。除了严
格做好办公室消毒防护工作，每天为员工分

发口罩、健康打卡以外，也实行了员工错峰出

勤、弹性工作制、避免线下会议等措施以减少

人员聚集。在上海办公室的员工，凭政府的

“随申码”绿码方可进入办公楼，确保安全。对
员工餐厅进行改造，保持人员用餐座位距离，

并减少餐厅员工对餐食的接触。
企业在逐步实现有序复工的过程中，也

面临防护物资例如口罩的供应，以及确保原
材料供应和产品物流等运输挑战。强生调动

全球资源积极调配口罩等防疫物资，支持中

国员工工作生产，供应链团队积极主动与各
方协调，逐步降低影响、恢复供应。强生也与

各级政府部门保持及时、通畅沟通，获取信
息，交流经验。强生各地工厂在当地政府、各

界和社区的支持下，确保业务正常生产运营，
服务百姓健康需求。

强生中国区主席宋为群表示：在疫情面
前，我们同心抗疫，确保生产运营满足人们医

疗健康需求，责无旁贷。

医疗健康企业多次捐赠医疗防护用品支持抗疫

有序复工 保医护用品供应不断

助社区智能排查
乘电梯只需动口

“AI战疫”是考验更是机遇

疫情下仍不忘对口支援

杨浦接云贵帮扶对象来沪复工

    设立“安心站”对进店顾客防疫检查；

采用手机移动支付的无接触式点单；减少
一半座位数量以保持顾客间一米安全距离

⋯⋯近日，位于南京西路的星巴克臻选上
海烘焙工坊采取限流开放的方式恢复营

业。据悉，静安区政府部门与星巴克多次会

商，多方合力促成该店限流无接触式恢复
营业。图为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内，顾

客无接触式点单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烘焙工坊座位减半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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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第一现场

新机遇寻找

■

工
作
人
员
在
调
试
防
疫
智
能
机
器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