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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孙云）在昨天举
行的“2020上海杨浦区·创业黑马
独角兽企业政企对接会”上，记者获

悉，杨浦区五类企业和项目———经
济贡献百强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重点外资企业、重点外贸企业以
及重大产业投资项目等已实现

100%复工。为进一步打好“统筹牌、

服务牌、政策牌、载体牌”，全力推动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复市，打造优质

营商环境，昨天下午，杨浦区相关负
责人又与 8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行业独角兽企业的代表通过

视频线上展开政企洽谈对接，直面
企业需求和发展痛点，更好打造杨

浦区双创高地。
疫情虽然给很多行业带来影

响，但在危机中也存在机遇，更多企
业看好复工复产后的经济发展。杨

浦作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和国家创新型城
区，产业积淀和创新生态吸引了不

少新兴行业头部企业的目光。
在昨天的政企洽谈对接中，企

业家们毫无保留地介绍各自的发展

规划，期待尽快与杨浦找到同频共
振的契合点。“我们拥有全球领先的

‘指纹-身份识别’AI系统。疫情期
间大家都戴着口罩，‘刷脸’难以操

作，我们的‘刷手’认证面临着很大
的发展机遇，昨天还有沙特客户与

我们视频连线讨论将‘刷手’认证

引入当地。我们希望在上海建立售
后服务总部，辐射长三角乃至全世

界⋯⋯”“疫情期间，已有几百家用
户在使用我们的线上智能招聘系

统，我们希望在上海建立华东区域

中心，开展二次研发、市场、营销等
业务，预计三年营收收入将达到

3000万元⋯⋯”企业家发言充满信
心，杨浦区相关负责人也积极回应，

在线解答这些意向落地企业的市场
需求、投资需求和政策需求，表示愿

意为这些“独角兽”的进一步成长壮

大再添一把火。
据了解，面对疫情，杨浦区聚焦

企业在复工复产复市中遇到的瓶
颈，以“火雷速度”打通“堵点”，接通

“断点”。例如，为重点企业配备一对

一的服务专员，开通“杨浦金融港”
信贷通道，及时推出“非接触式”办

证等涉企便利服务等。几天前，为确
保重点企业用工、支持受疫情影响

企业稳定就业，针对上海市人社局、
经信委、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给

予本市相关企业就业补贴应对疫情

影响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杨浦区
出台操作细则，对春节期间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企业给予一次性
吸纳就业补贴。

政企对接直面独角兽企业需求
杨浦区五类企业和项目 100%复工

    随着企业的复工复产，封闭了

一段时间的静安区养老服务逐步恢
复日常工作模式。养老院的复工，让

老人的照护更周全，老人身心需求
得到满足。而在社区，日间照料服务

的重启，也让久违的老友们，又相聚
在了温暖的社区大家庭中。重启的

为老服务，还让居家养老服务护理

员以及送餐员，重新敲开独居和孤
老的家门，让他们继续享受有温度

又温情的城市保障服务。

探视不再隔空
住在和养彭浦养护院的陈奶

奶，原本女儿隔三差五便会来看望

她，但受疫情影响，母女俩已两个多
月没见面了。长久见不到女儿的陈

奶奶，茶饭不思，夜里睡觉也不踏
实。如今终于开放探视了，陈奶奶的

女儿在可以探视第一天就预约好了
时间，经过登记、出示随申码、消毒

等步骤后，来到院方准备好的探视

区域，此时的陈奶奶坐着轮椅，早就
叫护理员陪她等在那里了。母女俩

一见面就拉着手不肯松开，陈奶奶
高兴得合不拢嘴。陈奶奶的女儿激

动地说：“老人就像小孩子一样，能
经常看到我们，和我们聊聊天，就是

她最开心的事了。”

养护院里，众多相隔两个多月
没见面的老人和家属都非常激动，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日间照料恢复
静安区各个街道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护中心，也逐步恢复了日常

服务。97岁高龄的李奶奶因有认知
障碍和弱听，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还伴有尿失禁等疾病，共和新路街
道日间照料中心的护理员刁雪莲，

把满腔的爱倾注在老人身上。为了

能跟李奶奶沟通，她把上厕所、晒太

阳等服务和活动都写在纸上，方便

李奶奶理解，李奶奶只需要点头或
摇头，刁雪莲便可“秒懂”，这样的服

务，让老人及其家属都感受到了尊
重与温暖。

家住唐家沙小区的沈奶奶，患
有轻度认知障碍症。子女开始复工

复产后，独自在家的老人感到孤独，

于是出门寻找儿子，没想到走失了。
幸而在社区民警帮助下，4 小时后

沈奶奶终于回归。得知日托恢复开
放的消息，子女第一时间将老人送

了过来，现在沈奶奶每天上午做手
指操、音乐疗法，午饭后稍憩，下午

由护理员陪同画画、搭积木，还有营

养点心供应，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
子女上班也不再提心吊胆。

居家助老开启
“我服务的对象大都是瘫痪在

床的老人，我不送餐，老人只能饿肚

子。”护理员杜福兰说。
杜福兰、杜福英、张素芳、周素

梅、杨巧萍、马玉蓉等，都是共和新
路街道居家养老家政服务护理员，

街道辖区内的残疾人、孤老、独居老

人，都是她们的“老宝贝”。沿着熟悉
路线，以最快速度让 30户老人每天

都能吃到热乎午餐，是她们每天的
“主课”，拉着老人的手聊家常、帮助

老人洗浴清洁、整理房间是她们的
“必修课”。

通讯员 王文瑛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静安区为老服务全面重启，护老助老温暖依旧

陈奶奶拉着女儿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