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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热线
疫情暴发以来，奉贤区胡桥社区面临着

很大的防疫压力。一面是重点地区来沪人员

需要居家隔离，一面是企业有复工复产的需
求，大量咨询求助的需求量非常高。作为基层

医疗机构的胡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仁不
让地承担起这一任务，先后设立了心理疏导、

居家隔离、复工复产指导三条热线。一部手

机、一个号码，就是热线的全部“硬件”，而沈

骏涛则成了永远在线的“接线员”。
号码一经公布，需求量非常大，不分时段

都有人拨打热线，有的几分钟就能解释完毕，

有的则要说上一个小时，尤其是心理疏导。疫
情之初，许多正在居家隔离的人员心情紧张

压力大，如果遇到身体不适则更为焦虑，沈骏

涛耐心地倾听与解答，则成为安抚他们心病
的最好“良药”。

耐心细心
一位戴姓的女士，乘坐飞机从四川经停武

汉抵达上海，到达胡桥的家中后，被要求居家隔

离 14天。她原本是来上海照顾生病的丈夫，如
今自己也必须居家隔离，又担心自己被感染连

累亲人，所以心理压力非常大，于是常拨打沈骏
涛的热线。在电话中，沈骏涛一再宽慰她安心，

和她科普一些医疗知识，聊一些她丈夫的话题

来分散注意力，有时一劝就是一个小时。

第 13天，眼看戴女士就要结束隔离，不
料在最后一天出现了疑似发热的情况。沈骏

涛立即上门查看，戴女士非常紧张，以为自己
被感染了。但沈骏涛发现她并没有其他感染

症状，判断可能是测温不准，于是暂时没有通
知疾控中心，而是到医院拿来水银温度计再

测一次，第二次测温正常了，所有人都松了一

口气，戴女士也平稳度过了隔离期。
还有一次，一位湖北籍的小伙子返沪后

准备居家隔离。沈骏涛发现大冬天他却穿得
很少，就通过热线一再提醒他不要太“潇洒”，

千万注意保暖别感冒了。结果隔离期刚刚结
束，小伙子居然发高烧了。这次，沈骏涛立即

通知了疾控部门，将他送到区医疗机构进行

检查，幸好检查下来只是着凉没有感染。这件
事，也成了疫情期间沈骏涛最后怕的一幕。好

在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整个疫情期间胡桥社
区没有出现一起确诊病例。

永不懈怠
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好转，沈骏涛的热线

的重点工作开始向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转移。1

个月前，一家机械制造工厂的负责人打通了
沈骏涛的电话，提出希望能让工人吃上一顿

午饭———因为不懂怎么防控，只好干脆让企
业食堂空在那，让工人们吃好午饭再来，复工

效率因此大打折扣。

第二天一大早，沈骏涛率“复工指导小
队”来到那家企业，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对企

业是否配备充足防护用品，以及设施、设备、门
把手、开关等是否进行了严格消毒，有无开展

员工疫情防治知识宣教，如何疏解员工心理压
力等进行全面检查，确保食堂重启环环到位。

如今，沈骏涛的热线，仍会时不时响起，
但频率已经比之前降低很多，但他还是没有

懈怠。“社区是守住疫情的第一道防线，我作
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守土有责。”沈骏涛

说，疫情不止，热线不停，他会做好热线“接线
员”的职责，直到迎来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

本报记者 李一能

一人守着 条热线 小时不关机
沈骏涛：心理疏导、隔离督导、复工指导样样都管

    疫情期间，奉贤
区胡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设有三条热
线：“心理疏导热线”

“隔离督导热线”和
“复工指导热线”。 这
三条热线是同一个
号码，接听者也永远
是胡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防保分管主
任沈骏涛。24小时不
关机，随时随地接听
咨询、 求助电话，三
条热线背后，是一片
医者仁心。

熬过闭市“严冬”又见“鸟语花香”
山泉花卉市场靠自救和他援走出疫情困境，复工复市率超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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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淡了，家用跑步机火了
上海一家台企转换产品结构实现逆势上扬

危中寻机 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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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许多企业措手不

及，而如今疫情在海外暴发，更是让外贸
出口企业“压力山大”。在沪台企乔山健身

器材（上海）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以向
海外销售健身器材为主的这家企业，2月

份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但 3、4月销售却逆
势上扬。究其原因，在于及时调整业务和平

日准备充分。

“一夜白了头”

“你看我这头发，2个月前还是黑的，

如今快全白了。”昨天，乔山健身器材（上
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楷告诉记者，2

个月前愁怎么才能尽快复工复产，1个月
前愁出口业务下滑，真的压力大到“一夜

白头”。1975年创立于台湾的乔山健康科
技集团，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大健身器

材制造企业，也是海内外众多知名健身俱

乐部的指定供应商。作为集团在大陆的生
产基地之一，坐落于上海嘉定工业区的乔

山健身器材（上海）有限公司九成订单来
自海外，产能占集团的五成以上，以中高

端产品为主。
因为疫情，该企业直到 2月 12日才

开始逐步复工，但前景不容乐观———因为

疫情蔓延，海外商业健身俱乐部相继关
停，导致公司商用类高端产品海外订单大

幅下滑。此外受疫情影响，产能放缓，企业
库存量明显减少。

商用转家用
但公司发现，海外疫情扩散，令许多

健身爱好者被迫宅家，两款家用型电动跑

步机在美国电商平台“亚马逊”上的销量，
两周之内上升了四倍。

赶紧转型！乔山上海公司立即开始了

自救之路，迅速转换产能，商用产品生产线

转为家用产品。而这快速转化，得益于公司
平时的积累。在员工培训中，企业一直致

力于培养适应各种岗位的复合型人才，稍
微调整一下，家用产品的产能迅速提升，

销量上升了 100%，弥补了商用产品销量
下滑造成的损失，实现了逆势上扬。

此外，大量自动化智能设备的使用，也

减少了疫情对生产的影响。在生产车间，记
者看到大量机器手臂、自动切割机等设备

正在全力运转，虽然疫情导致人员相比节
前有所减少，但工厂产能已经全部恢复。

研发新产品
在迅速调整策略、生产线产能由商用

向家用转移的同时，该公司研发中心也全

力开发新的产品和内容。公司注意到，因
为健身房关闭，很多海外客户只能在家健

身，或是看私教视频，但这种锻炼是单向
的。公司正在设计一种可穿戴的硬件设

备，让教练与学员可以远程训练，数据会
被记录反馈到教练的终端，从而更好指

导，让在家健身更加便捷高效。

李永楷透露，在嘉定区政府的指导支
持下，如今乔山上海公司已基本“全员复

工”。嘉定工业区良好的政策环境，也为公
司生产和外贸提供了诸多便利。“依托产

能恢复和新产品研发创新，公司业绩有望
在下半年实现‘复苏’。”

来自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的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上海台企整体

复工率和员工到岗率分别达到 92.7%和
89%。其中，制造业企业已基本复工，生产

型服务业企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企业的复
工率也分别达到九成和七成。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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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周六，静安区唯一花卉市场———山

泉花卉市场，重现了往日的喧闹：绿萝、红掌、
发财树、橡皮树、蝴蝶兰等各种花卉、绿植郁郁

葱葱，经营商户们忙着给花卉浇水、施肥，前来
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挑红拣绿⋯⋯重新开张

一个多月来，花卉市场商铺的复工复市率已达
90%以上，大多数的营业额已恢复如常，有些甚

至超过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2个多月前，市场被按下“暂停键”后，经
营商户陷入困境，都怕熬不过这场“严冬”。市

场方面和全体经营商户携手，拓宽销售渠道、
调整经营业态、扩大客户群体，取得了成效。

“市场度过困境，重现生机和活力，靠的是‘自
救’和‘他援’。”山泉花卉市场经营方、上海龙

群集团公司董事长钟彪云说。

关闭期 “呵护”花卉宠物
山泉花卉市场地处三泉路与保德路交界

处，占地面积 4038平方米，有 200余家经营商

户，主要经营花卉、鱼虫、古玩等，是周边百姓

十分喜爱溜达的地方。新冠肺炎疫情的袭来，
使市场于 2月 2日临时关闭。

和其他市场不一样，花卉市场不能一关了

之，花卉还需要浇灌，宠物等更需要喂养。因

此，市场大门关了，市场里的经营户还得继续
“呵护”花卉和宠物，不能“等死”。

面对山泉花卉市场的困境，彭浦新村街
道、彭浦新村市场监管所、龙群集团等管理人

员挨家挨户上门，与经营商户们探讨如何积
极应对，加强市场关闭期间的管理。龙群集团

下属有不少农贸市场，在疫情期间照常营业，

集团便将山泉花卉市场花卉引入所属的农贸
市场摆放销售，把营养土、种子、花盆等种植周

边产品，挂靠于农贸市场线上销售平台，拓宽
了销售渠道，减少了市场关闭造成的损失。

观赏鱼 转为线上销售
市场关闭后，经营鸟类、宠物的经营户受

影响最大。即使市场重新开业，也难以继续经

营。这些商户迅速转变经营理念，按要求将宠
物搬离市场，从原本的活体经营，转变为宠物

用品、饲料等周边产品经营，从以线下经营为

主，改变为以线上经营为主。部分销售观赏鱼
的商户，通过网络直播、微信朋友圈转发等方

式，扩大客户群体，取得了线上销售额超过同
期线下销售额的良好业绩。还有的经营商户，

根据疫情期间消毒设备需求猛增的实际，将花
卉喷壶改造成消毒药水喷洒设备在线上销售，

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挽损失 鲜花“变身”干花
复业后的山泉花卉市场，又充满了鸟语花

香，经营户们各显神通做好做大生意。鱼类经营户

小李，在尝到了线上销售的甜头后，市场复业后仍
坚持“线上线下双开花”，不仅线下老顾客生意做

得红红火火，线上的新顾客生意也络绎不绝，高峰
时一天营业额近 1万元。原本经营鸟类、宠物的

经营户小和的生意也迎来了转机，疫情期间，许

多市民家中宠物用品耗尽，如今纷纷来市场购
买饲料、猫砂等宠物周边产品，需求量猛增，小

和的营业额节节攀升，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因转
变业态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赚了回来。

花卉经营户小窦，在复市后虽然迎来了一
波“报复性消费潮”，店内生意已超过疫情前水

平，但店里大批因闭市无法销售而枯萎的鲜
花，却成了她心中的痛———望着这些早已不新

鲜的花，扔也不舍得，卖又不能卖。遇到这种情
况的业主，在山泉花卉市场不止小窦一个。于

是市场方与这些鲜花类经营户一起想办法，决
定把枯萎的鲜花利用技术改造，制作成干花。

很快，大家掌握了相关技术，并制作完成了第
一批干花，一经上市，便受到许多年轻人的欢

迎。同时，干花的利润也十分可观，原本零售价
10元一支的鲜花，经过改造后可卖至 15-20

元，增加了经营户的收入。
钟彪云告诉记者，市场的复市和重生，“他

援”的力量不可或缺。政府部门靠前服务，街
道、城管、公安等密切协同，打通“堵点”，才有了

市场复市的环境保证；市场管理部门坚决落实
防疫制度，严格执行测量体温、佩戴口罩、定期

消杀等制度，才有了市场重新开业的资格等。
本报记者 江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