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 情 通 报

    本报讯（记者 左妍）4月 21日 0—24时，通过口岸联防

联控机制，报告 1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病例为中国籍，在英国探亲，4月 18日自英国出发，当日抵

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隔离观察，其间出现症状。综

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
诊断为确诊病例。该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

救治，已追踪同航班的密切接触者 19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4月 21日 0—24时，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4月 21日 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300例，治愈出院 199例，在院治疗 101例（其中 1例危重）。
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12例。截至 4月 21日 24时，累计报

告本地确诊病例 339例，治愈出院 331例，死亡 7例，在院治

疗 1例（重症）。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0例。截至 4月 21日
24时，尚在医学观察中的无症状感染者 0例。

    4 月 21 日 0-24 时，31 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30 例，其中

23例为境外输入病例，7 例为本土病例（黑龙
江 7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3

例，均为境外输入疑似病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811例（含重症病例
41例），现有疑似病例 30例。累计确诊病例 1610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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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例，其中境外输

入无症状感染者 7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例

（无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42例（境外
输入 15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991

例（境外输入 172例）。 据新华社

昨新增确诊 30例
其中 7例为本土病例

第三届进博会首设
“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第三

届进博会将首次设置“公共卫生防
疫专区”，高度集约化展陈国际先进

公共卫生防疫产品与技术，集中展
示全球防疫新成果，助推公共卫生

安全的国际合作。在昨天下午举行
的“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宣介会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董事长孙成海，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副总裁刘福学，与费
森尤斯、拜耳、珀金埃尔默、勃林格

殷格翰四家企业在宣介会现场签署

了参展协议。

记者了解到，第三届进博会共
设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等六大

展区，首次设置的“公共卫生防疫专
区”是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重点

打造的区域。截至目前，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展区签约展览面积达到规

划面积的 90%，共吸引了近 60家医

药领域世界 500强和龙头企业参展。
专区对参展企业进行一定的遴选，以

在新冠肺炎“战疫”中做出突出贡献、

相关产品得到广泛应用的医疗器械

及医药企业为主，目前已有数十家参
展企业敲定参与专区展示，分别来自

美国、德国、瑞士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签约展览面积超 2800平方米。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的物资、预
防、监控和治疗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相关产品，都将被纳入专区集中展

示。从具体的展品来说，既有体外膜
肺氧合机（ECMO），也有呼吸机，更有

在疫情中一度短缺的医护人员防护
装备、试剂盒等。

上海昨新增一例
境外输入病例

    静安区石门二

路街道有着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如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旧址、淞浦特委

机关旧址、中共中
央军委机关旧址，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

义勇军总部旧址
等。这里串联起周

边多个红色历史遗
迹，成为沪上“红色

旅游文化”的参观

线路之一。

图为市民在参

观大田路上的 《中共
中央军委在上海史料

陈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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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GDP比例达 4%，比五年
前提升 0.35个百分点；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47.5

件，比五年前翻了一倍⋯⋯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经过 5

年多发展，从夯实基础、攻
坚突破到深化推进，今年形

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基本框架。记者从昨天

下午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将于 5月 1日正

式施行的《上海市推进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从法律
层面确定了科创中心的基本

框架，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制
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加快形

成制度保障体系。

不竭动力源
继“科创 22条”“科改

25条”后，《上海市推进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用 9 章 59

条率先立法，构建科创中心

建设的“基本法”“保障法”
和“促进法”，为本市科创中

心建设提供不竭动力源。

市科委主任张全指出，
《条例》力求体现“最宽松的

创新环境、最普惠公平的扶
持政策、最有力的保障措

施”，以激发和保障各类创
新主体的活力和动力为根

本宗旨。全社会创新的主
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上

海将充分助力企业科技创
新，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提供研发资助，落实
研发设备加速折旧、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

的科技创新活动给予公平
普惠的支持。

同时，为科研事业单位
放权松绑，扩大科研事业单

位选人用人、编制使用、职
称评审、薪酬分配、机构设

置、科研立项、设备采购、成

果处置等方面自主权。着力
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在设立

登记、项目申报、职称评审、
人才培养、经费支持等方面

创新管理方式，支持投资主
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管理机

制现代化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原始创新力
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是科技

创新能力的“硬核”素质。上海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全面提升科

技创新策源能力。《条例》着力保障

提升上海的原始创新能力，统

筹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技术创新；健全科研项目

分类管理机制，支持非共识项
目研究；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支持国家实验室发展，打
造战略科技力量。

创新产出后，强大的成

果转化能力，是产业转型升
级的强劲动力。《条例》通过

立法形式保障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赋予科研人员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建立健全国有技术类无形

资产监管机制，建设研发与
转化功能型平台，提升科技

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产业创
新能力，促进新兴产业集聚

发展，采用首购、订购以及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并构

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
鼓励相关创新主体组织或

者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大科学工程，积极融入全球

科技创新网络。

全方位“朋友圈”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范

围广、创新链条长、关联度
大，不仅仅是科技管理部门

的事情，全市各相关部门、
各区共同组成了科创中心

建设“朋友圈”，共同推进

《条例》的贯彻落实。
依据《条例》，上海将完

善科创中心建设空间布局，
建设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服

务功能完善、适宜创新创业、
各具特色的科创中心承载

区；着力打造张江品牌，形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

极。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
彭崧指出，聚焦张江实际上

涉及到“三个张江”，即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张江

科学城、张江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对于上海科创中心

建设的全局而言，“三个张

江”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
主阵地、主战场。

上海还将建立健全人
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

激励、流动机制，实行以增
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

制，为各类科技创新人才提供创新
创业的条件和平台；促进科创中心

与金融中心联动，从知识产权保护，
健全科技创新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机制，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全方面营造
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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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过的时候，更要想办法，让日
子好过点。

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7856.62 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6.7%。 复工复产复市，要把疫情耽误
的时间努力追回来，于是，众多努力之
中就有了广东路星巴克“一证多址”。

上周五， 广东路新开了家星巴
克。 开店不算稀奇，开店的速度够新
鲜， 原来发放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要

12个工作日， 这家店缩短至当场领
取一证多址企业食品经营许可信息
公示表，即刻开市大吉。 这是疫情之
下黄浦区首家食品经营许可“一证多
址”审批试点。

一证多址， 是个新词。 通俗地
说，一证多址，就是一张经营许可证
在多个地方开店营业。这样做，好在
哪里呢？ 一个字，快！

比如，直营连锁食品经营企业及
分支机构，只要符合条件，就可采取
评审承诺制的审批方式。 这样，总部
样板店有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要开分
店，分店从经营项目到经营方式“克

隆”样板店，保障食品安全，就适用
“一证多址”，大大缩短审批时间。

“一证多址”试点，说到底，是申城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在非
常时期的持续发力。

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

营商环境，伴随企业从开办、经营到
结束的整个过程， 营商环境好不好，

“第一项指标”就是企业开办时间。因
为商事制度改革， 企业注册便利化，

市场准入门槛宽松化，企业开办时间
成本大幅下降，实现从“重审批轻监
管”到“轻审批重监管”的重大转变。

近年来， 上海商事制度改革走

在全国前列，创下多个“第一”———

率先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改“认
缴制”，先行先试企业信息公示制度
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 全面推进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积极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无不缘自创新实践，而且，这
些实践创新已经进入制度规范。 尤
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 由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 20次会议于今年 4月 10日表
决通过，当日实施，这是应对疫情的
非常之举， 更是上海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的态度和决心。

改革越加速，市场越活跃。 即便
疫情是一场危机，化危为机，也并非
不可能。一季度，上海市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比去年
同期增长 13.1%； 金融业增加值增
长 7.3%；教育业增加值增长 5.2%；

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增加值增长
23.5%。这四个行业合计拉动全市经
济增长 3.1个百分点，逆势上扬。

危机中，无论宏观经济数据，还
是微观经济现象， 无不折射这座城
市的营商环境———即便微小如一家
餐饮店，因为“一证多址”开业时间
节省了 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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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多址”让开业大吉省12天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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