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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这两天，在上海的“星粉”（星巴克粉丝）

群中， 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上周末（11

日）新开的浦东首家星巴克臻选咖啡酒坊，这
也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星巴克在上
海开的首家店。

走进这家位于浦东八佰伴商圈中心地带
的星巴克， 明快优雅而又摩登的设计让人感
到非常舒适。虽然不是双休日，但是在中午时
分依然吸引了周边不少的白领。

“请帮我做一杯烟熏司考奇拿铁，用来自
肯尼亚的咖啡豆吧。 ”在华润时代广场工作的
李小姐对店员说。作为是一位资深“星粉”，她
最中意的就是这里的一款口感馥郁顺滑的树
莓芝士慕斯蛋糕，“我们群里的许多朋友说

了，这款蛋糕目前只有这里有售，因而我趁着
中午帮他们也带一份。 ”

在店经理郭立伟看来， 看到熟悉和不熟
悉的朋友，受到他们的肯定与鼓励，对于门店
的伙伴们来说，也会对未来信心满满，希望可
以给更多的顾客带来融合臻选咖啡、 茶与酒
的独特星巴克体验。

目前， 上海已经是一座被星巴克包围的
城市，有 700多家门店，全球第一。 曾经有研
究机构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 看一座城市的
前途与竞争力，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观察这座
城市中星巴克分店的数量， 分店越多的地方
越有活力。城市的星巴克门店数量，慢慢演变
成“星巴克指数”，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的消费
能力与城市活力的重要工具。

就在近日， 远在美国的星巴克首席执行
官凯文·约翰逊在谈及疫情对于公司的影响

时，特别提到了上海星巴克烘焙工坊的复业。

“就好像中国伙伴们说的那样，要像咖啡一样
坚强！ ”凯文·约翰逊说。

星巴克在浦东的开店速度更是紧跟浦
东的发展：星巴克在浦东的第一家门店为星
巴克森茂店，于 2000年 7月开业。 不少参
与过浦东开发的建设者更是对于浦东早期
的星巴克记忆犹新。曾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的汪雅谷还清晰地记得，

陆家嘴滨江大道建设的时候，第一个引进的
旅游商业项目是星巴克咖啡。在这家星巴克
开业之后，早上 10 点到下午 3 点，很多老
外都会去喝咖啡。这也是星巴克在浦东的第
二家店。

随着临港的全面开发， 星巴克临港港城
新天地店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但是你可能不
知道的是，这并不是临港的第一家星巴克。早

在 2014年 8月，在浦东新区南芦公路，星巴
克鸿音广场店成了在临港区域的第一家星巴
克；2014年 12月，新元南路上，星巴克临港
豪生酒店店开业；2018年 7月 20日临港港
城新天地店开张后， 星巴克又相继开设了临
港金融大厦店和上元路店。 据悉， 在临港区
域，星巴克还将继续开店。

此次， 浦东首家星巴克臻选咖啡酒坊的
开业，让浦东的“星巴克指数”再创新高，而在
这家星巴克的对面， 就有一块标语： 开放浦
东，梦想之城。

30年前，浦东向世界敞开了胸怀，吸引
了众多外资企业来到这里；30年间， 包括星
巴克在内的外资企业不断加码， 增加投资浦
东的力度， 无数的梦想在这里实现； 展望未
来，浦东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将使得他们继
续以此为原点，扎根上海、深耕中国。

方 翔

李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龚正出席

全面落实常态化防控 全力化危为机

昨无新增本地病例
也无境外输入病例

    本报讯（记者 左妍）4月 16日 0—24时，无新

增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4例，
其中来自美国 2例，来自英国 1例，来自菲律宾 1例。

4月16日0-24时，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4月 16日 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性确

诊病例 289例，治愈出院 159例，在院治疗 130例
（其中 1例危重）。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35例。

截至 4月 16日 24时，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339例，治愈出院 330例，死亡 7例，在院治疗 2例

（均为重症）。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0例。

截至 4月 16日 24时，尚在医学观察中的无症
状感染者 0例。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正昨

天调研本市重大工程建设工作时指出，
要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充分发挥重大

工程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前期工作快推进、

新建项目快开工、在建项目快投产、投产
项目快见效，早日造福全市人民。

坐落在新天地的中共一大纪念馆紧

邻一大会址，建成后将成为申城重要的
红色文化地标。下午，龚正一行来到项目

工地，详细了解施工进展和展陈设计方
案。负责人说，项目是全市首个复工工

地，计划明年竣工。龚正指出，建设中共
一大纪念馆意义重大、使命光荣，要保质

保量完成，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为上海文
化增添亮色。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花草繁茂，百年
工业遗存错落分布、移步换景，已成为市

民休闲好去处。龚正一路察看并叮嘱说，
要保护好这份珍贵的工业历史记忆，将

更多的滨江公共空间留给市民。
位于徐汇区的上海体育场正在加紧

改造。市领导询问场馆改造亮点，并进入
场馆仔细察看。龚正指出，要科学设计、

精心施工，加快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助力
打响上海“四大品牌”。

轨道交通 18号线一期途经宝山、杨
浦、浦东，建成后将成为南北向轨交大动

脉。龚正来到江浦路站工地，察看轨交网
络图，听取建设情况介绍。北横通道是申

城东西向重要通道，市领导来到中江路
项目部，察看沙盘和盾构模型，详细了解

施工工艺和技术标准，并走进西段隧道

样板段实地察看。龚正指出，市民期待着
这些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出行，要确

保施工安全，力争早日建成。
市领导周慧琳、陈群、汤志平参加相

关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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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健委 17日通报，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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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例，其中
15例为境外输入病例，11例为本土病例（广东 5例，黑龙江 3

例，山东 2例，辽宁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3例，
均为本土疑似病例（黑龙江 2例，内蒙古 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879例（含重症病例 45例），现有疑
似病例 57例。累计确诊病例 154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670

例，无死亡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 66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3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0例（境外输入 6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50例（境外输入 8例）；尚

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1038例（境外输入 206例）。 据新华社

昨新增确诊病例26例
其中境外输入 15例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上午举行，
听取我市近期疫情防控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并研究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深化科创
中心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事项。市委书

记、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主持
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龚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常态
化防控要求，抓好入城口、落脚点、流动中、就

业岗，管好校园门，做强监测哨。外防输入要

更加精准严密，加强预判预警，完善预案准
备，压实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内防反弹丝毫不

能大意，企事业单位要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各类学校要实行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持

续引导广大市民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要狠抓
政策落实，全力化危为机，做大做强新经济新

产业，做深做细服务企业各项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指出“一网统管”是

超大城市治理的“牛鼻子”工作，必须高度重
视、统一思想、合力建设。坚持顶层设计与需

求导向相结合，聚焦重点领域重要场景，围绕

“高效处置一件事”，加快系统整合，强化数据
赋能，夯实信息安全，切实做到实战中管用、

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科创中心建设，

围绕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起点谋划、高
质量推进，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

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

越。要发挥特色优势，推进转化应用，做大重
点产业，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要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合力抓
好政策落地、任务落实。

会议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鼓励创造。要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上海
构筑战略优势的重要资源，持续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加大保护力度，提升能力水平。要加
强统筹协调，形成强大合力，深化国际合作，为

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高我市自然灾害

防治能力的意见》，指出要增强使命感责任

感，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健全自然灾
害防治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加强物资储备，

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及时排查风险
隐患，依托“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更好确保

城市安全运行。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激励上海地方国有

企业管理人员担当作为实行容错纠错的实施
办法（试行）》，指出要结合地方国有企业实际，

建立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有序的容错纠错
工作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实事求是、

容纠并举，营造支持鼓励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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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杨硕）昨天下午，“信
保+银行+担保”融资方案对外发布，这是
上海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支持，助力

外经贸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的一项具
体举措。发布会上，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建设银行上海市分
行、市担保中心签署了《“信保+银行+担

保”融资合作备忘录》，并联合发布了首

期《重点外贸企业名录》。
“融资方案”聚焦重点外贸企业融资

需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在发挥出口信
用保险分险增信作用的同时，发挥政策性

融资担保资金增信作用，降低银行的贷款

风险敞口，促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融资方案”还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小外经
贸企业融资支持的覆盖面，从原有年出口

金额 500万美元以下企业，扩大支持范围
到年出口金额 3000万美元以下，并结合

重点外贸企业名录，形成了“1+1+1>3”的
金融政策协同效应。通过“保单+担保”方

式，企业可以获得纯信用贷款，从而进一

步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在当前外贸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通过

创新融资方式，让实体企业切实受益，有
利于助推制造业全产业链复工复产、缓

解出口导向型企业遇到的困难。中行、建

行在发布会现场，向海隆石油、为克实

业、远纺工业等 10家企业提供了 5.27亿
元的授信支持。产业链代表企业海隆石

油、供应链代表企业为克实业等表示，通
过“信保+银行+担保”，可方便高效地获

得贷款支持，在企业保订单、拓市场，规
避疫情带来的收汇风险等方面发挥积极

成效，让更多外贸企业走得出、走得稳。

据了解，为合力做好“稳外资、稳外
贸”工作，在沪金融机构通过降成本、拓渠

道、优服务等方式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全
力服务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全产业链、供应

链协同发展。

通过“信保+银行+担保”获贷款支持

外贸企业可享创新融资方案

浦东的“星巴克指数”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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