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新闻8
本版编辑 /胥柳曼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0 年 4月 24日 /星期五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无数企业猝不及

防按下“暂停键”，重启过程中，疫情对企业有
哪些影响？目前企业有哪些突出困难？对政府

出台的政策有什么期待？⋯⋯为加强精准服
务，助力企业更好发展，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制

作“云走访”企业系列问卷，广泛收集企业困
难和诉求；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办逐一对接有

需要的企业，通过线上受理，线下处理的精准

闭环，为企业复工复产加油助力。

收集问题
每期“云”卷获上千回复
上海指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

动化和信息化定制研发及机器人应用于一体

的集成服务商，去年 3月才刚刚成立。不想成
立不到一年，就遭遇来势汹汹的疫情，公司创

始人王大平一下子犯了难。疫情前接到的订单
不能按期交付，资金就不能回流；疫情发生，新

业务拓展受阻，公司发展计划表被打乱，还要

面对房租、税收、员工工资、社保等支出⋯⋯
企业如何生存下去? 上海指域智能设备

有限公司开始联系一些口罩厂，看能不能对
口罩机等设备进行整改调试工作，为疫情防

控贡献力量；而来自上海大数据中心的“云走
访”调查问卷，也及时而至。

“云走访”主要针对企业复工过程中遇到

的一些问题，比如远程办公需求，比如资金可
以撑多久，贷款资金需求如何等。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 3月份开始
“云走访”分行业类别，连续推出 5期。“随申

办”、一网通办、上海发布、支付宝、上海市企
业服务云网站入口⋯⋯企业可随时找到“受

访”入口，根据行业类别填写相应的调查问

卷。“这种方式既能及时了解企业的心声，又
不给企业添麻烦。每期问卷一上‘云’，就能收

到上千份回复，很受企业欢迎。”
通过“云走访”，融资难、转型升级需求迫

切、远程办公亟待升级⋯⋯企业面临的真实
问题，逐一清晰。

解决问题
线下协调资源开对接会
填完问卷一个多星期后，指域公司财务

就接到了经信委中小企业办的反馈。之后，来

自政府各部门的协助纷纷“来电”。既有讲解
本市智能制造的政策以及一些优惠、扶持政

策等，也有实实在在的线下对接会。4月 9

日，市经信委组织了八家企业开展座谈会，其

中大多数都是有智能化转型升级需求的。让

企业十分惊喜的是，通过线下座谈会，指域作

为一家初创的中小企业，接触到了许多行业

内的大公司，“在关键时期，这为我们小企业
发展打开了新视野，真的是雪中送炭。”

同样，通过线上“云走访”，企业提出个性
化诉求；线下“真接单”，政府牵线搭桥个性化

处理，上海克莉丝汀食品有限公司也得到了
“及时雨”。疫情期间，店铺闭门。2月至 3月，

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5000万元资金缺

口无处可求。3月 25日，企业参加了市经信
委中小企业办联合市金融局、市担保中心召

开的银企对接会之后，关键时期融资难的问
题解决了。而与会的多样屋生活用品公司，也

在市担保中心的帮助下，如愿走出了国内银
行难以担保贷款的困境。

到目前为止，五期“云走访”中，免费宽带
升级在受访企业反映的需求中排名第一位。市

经信委近期统一印发了《关于应对疫情影响进
一步加强企业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

展的若干措施》，包括减免中小企业信息化费
用。如支持电信运营企业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中小企业免费提供 6个月以上的云视频会议、
云远程办公套件等服务；支持中国移动上海公

司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及受疫情影响较为
严重行业的中小企业，最长减免 3个月企业宽

带等产品月租费等。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一个“小括

号”折射出市场监管的新变化。昨天，浦东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的“新十条”措施，这是浦东市场
监管领域再次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升级版”。

发布会上，上海世博百联商业有限公司、上海
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获颁新的

《营业执照》和《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成为

“新十条”发布后的首批获益企业。

小括号背后有变化
记者在上海世博百联商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手中，看到了她新领到的营业执照。和过去

不同，在这家新开办的烟酒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中，在经营范围中，其中有一项为“食品经
营”，后面的小括号里特别注明了：“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
别小看这个“小括号”，省却了企业的

许多大麻烦。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改革

前从事预包装食品经营，需要专门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但从“审批”到“备案”的改

革后，自贸区内食品经营企业仅从事销售
预包装食品经营活动的，可以在办理营业

执照时一并提出食品经营备案（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申请，取得经营范围含“食品经

营备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营业执照

即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的经营模式更为
灵活，可以在超市、食品专业店、食杂店、食

品商贸等不同业态间自由转换，无需再办
理变更手续；也可以更多、更快布局新店，

迅速填补市场空白。

在“新十条”中，一大亮点就是在自贸区

率先试点的“预包装食品经营许可改备案”
“拓展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第二经营场所试点

范围”等创新制度，助力企业灵活应对市场变
化、及时把握市场机遇。

“这项改革后，企业取得经营资质时间从
改革前的6个工作日缩短到1个工作日。”据

悉，此项新政策前期已开始试点，已有200多

家企业受益。目前，备案改革已覆盖上海自贸
区及临港新片区。

扩大工位试点范围
在此次优化营商环境“新十条”中，进一

步聚焦商事制度改革，优化企业住所登记制

度，让企业特别是创新创业企业开业更便利。
其中扩大“工位登记制度”试点范围政策，将

让更多创业者受益。
“场地”一直以来都是创业者最头疼的

问题之一，为此，浦东市场监管局近年来在

部分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试点“工位登记”，
即在一个房间内可布置多张办公桌，按座

位设置一个个“工位”，新起步的创业者可
以通过租借这些“工位”来注册企业，进一

步降低企业初创成本。衍禧堂医疗创客孵
化器公司作为浦东首批试点“工位登记”的

孵化器企业，目前已有70余户入孵企业为

此而受益。
在此次“新十条”措施中，将“工位登记”

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全区经认定的全部167家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助力更多创业者“轻装上

阵”，在“工位”上放飞自己的创业梦想。
浦东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吴伟平

介绍，下一步将进一步深化探索对企业经营
的“容错机制”，研究扩大免罚清单范围；同

时，贴近市场需求和企业需求，推出更多创新
制度和服务举措。

加个小括号 省了企业大麻烦
浦东市场监管领域推优化营商环境“新十条”

上海用大数据为企业复工排忧解难

线上“云走访”线下“真接单”

    本报讯 （记者 袁

玮）昨天，虹口区政府与
市工业互联网协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包括《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招

商合作协议》及《场地租
赁合同》。双方将聚焦新

技术、新业态、新经济，

打造虹口区新兴产业发
展新亮点，构建具有区

域特色优势的现代产业
体系，积极推进虹口区，

特别是北外滩在“5G+

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研

究、基础建设、创新应用
场景建设和试点示范工

作，打造虹口工业互联
网品牌。

北外滩地区新一轮
开发建设的大幕已经拉

开，虹口将举全区之力、
集全球智慧，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加快推动北外

滩地区开发建设，打造新
时代都市发展新标杆、核

心功能重要承载地、新发
展理念实践区。

市工业互联网协会
是由 200 多家工业企业

和工业科技企业共同发
起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旨在为装备制造、汽车、

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电
子信息、都市产业等重点

行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协
会将抓住北外滩开发等

新的发展机遇，引入更多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等“工业流量”，着力汇
聚产业研究资源、科技创

新资源、应用场景资源，为虹口“5G+工业互联

网”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区域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业互联网
将把握在线新经济的新风口，打造上海工业

互联网 2.0版枢纽高地，同时发挥虹口新时
代都市发展新标杆的新优势，打造 5G赋能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以建设 5G综合应

用先导示范区为契机，激发“5G+工业互联
网”叠加效应，大力拓展“5G+工业互联网”应

用场景，实现产业与应用融通发展。同时依托
北外滩等核心区域，面向全球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吸引一批企业总部、国际组织和功能性
机构落户，培育一批“单项冠军”“隐形冠军”，

形成工业互联网供给侧资源和能力的集聚
地、策源地和输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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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五一小

长假临近，申城的
主要景观道路和

沿街绿化带及花
箱都已呈现春花

竞艳的美景。园林
工人们抓紧更换

时令花卉植物，营

造花团锦簇的节

日氛围。图为黄浦
园林工人在外滩

沿线给花箱 “换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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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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