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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叶薇）不久前，上海电网

遭遇寒潮考验，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电力部
门在抢修过程中用到的线缆，生产、检测等情

况均在上海电力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记
录在案”，确保质量过硬的物资第一时间送达

抢修工程人员手中，全力保障用户安全用电。
这正是上海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一?缩影。昨

天举行的 2021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促经济

数字化转型大会宣布，“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
点”在上海的建设有了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企

业标识注册量突破 20亿；10家企业入选工信
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名单；工业

互联网场景（第一批）启动建设；首批工业互
联网促数字化转型联合体成立。

对于工业互联网而言，标识解析体系是

核心资源和重要基础设施，是支撑工业万物
互联互通的神经枢纽，也为企业每?产品、零

部件、机器设备等赋予唯一的“身份”。“上海
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

推进标识解析，让整?数字化转型由点连成
圈。未来要实现一物一码，打造透明供应链。

用数据流去驱动物流、人流以及资金流，帮助

企业面向全球实现供应链布局。”上海市经信
委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山栋明介绍说，“上海

依托数字化供应链，带动以标志性平台为核

心的生态圈，牵引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
2020年，上海实施“工赋上海”行动，加快

培育新主体，在全国率先探索以“知识化、质
量型、数字孪生”为特色的工业转型，一批具

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寒潮
影响下的上海电网经受住了考验，背后也离

不开工业互联网的“保驾护航”。国家电网上

海市电力公司物资部副主任胡永焕介绍，在
没有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前，一般都是物资

到了现场才做检验和安装，影响工程进度。如

今，整?电缆质量的防控前移到供应商的生
产制造环节，依靠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大数

据分析、在线检测等手段确保电缆质量，那些
不合格的电缆根本没有机会到达抢修现场。

截至目前，上海打造了 15?有影响力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 12万中小企业上平台，

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产业规模达 1000亿元。下

一步，上海将加大数字化改造升级的支持力
度，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与寒潮一同到来的， 是新冠病毒的 “反
扑”。 让人们见识到它的狡猾。

这些天，全国多地出现散发、甚至局部聚
集性疫情。 河北省石家庄和黑龙江省望奎县
先后采取“封城”措施，多个省份的多个区市
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面对陡然严峻的冬季疫情防控形势，人
们难免紧张焦虑。 这种情绪是正常的，某种程
度上来说也是必要的。 毕竟，此前全国上下确
诊病例的动态清零，让大家多少有点麻痹。 而
随着春节临近，寒潮频发，加上春运期间的人员
流动和聚集，很可能加大病毒传播的可能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日前也发出提
醒： 去年国庆节，“几亿人口在流动都没有事
儿”，但春节期间流动，“不行”。因为现在正处
于寒冬，低温非常适合病毒生存。

昨天，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商场、超市疫
情防控技术指南》 等 4个防控指南， 针对商
场、超市、农贸市场、餐厅和展会等提出了更加

具体而精细的防控要求。 加上此前六个节点
的防疫举措，以及防输入的闭环管理，可以说
常态化防控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 这些细
节， 其实就是 2021年 1月和 2020年 1月
的最大不同：经过长达 1年的“打怪升级”，我
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疫情防控举
措，无论是隔离感染者、追踪密接者，还是日
常防疫措施，都在一次次与散发病例的“加时
赛”中锤炼成熟，市民的防疫素养也得到普遍
提升。 这一切， 都是我们战胜病毒的信心所
在。也正因如此，张文宏医生才会断言：“河北
疫情的控制将是毫无疑问地在 1个月左右获
得胜利”。

当然，保持信心的同时，另一个词仍需始
终强调，那就是“慎终如始”。

这些天， 因为临近春节， 能否 “回家过
年”，成了热议的话题。 近日，国家卫健委表
示， 倡导在工作地过年， 尽可能减少人员流
动。各地也纷纷响应，北京、上海、安徽、河南、

山东、浙江等多地倡议“非必要不返乡”“就地
过年”“线上拜年、见屏如面”等。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自古寄托了
乡愁的情思和团圆的期许。去年因为新冠疫情
暴发，很多人无法与亲人团聚，这也让去年的国
庆假期成了“替代品”，人员流动堪比春运。 今
年，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背景下，依
然无法回家，不少人有失望情绪，是难免的。

但必须认识到的是，过一个好年的前提，

是防疫不容有失。在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下，

不把任何危险可能性带给家人与同胞， 其实
就是最好的春节祝福。当前，世界范围内多款
疫苗已经研制成功，各国都在进行分发。但是
足够高的覆盖率才能建立免疫屏障， 这需要
一个过程。 病毒也在与人类赛跑。 这个春节，

尽可能地减少人员流动，减少病毒传播，可以
说是人类跑赢病毒的“尖峰时刻”。

除了尽可能减少大规模人员流动， 留在
当地的人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也是关键。

此前，因为形势一片大好，不少市民早早
地在饭店订了年夜饭， 但随着冬季防疫情势
的变化，国家卫健委也发布了通知,提倡家庭
私人聚会聚餐等控制在 10人以下。这样的背
景下，全国很多省市的年夜饭市场打出“防疫
牌”，提供到店打包或送餐到家服务，小份菜、

位菜等也已经融入年夜饭市场。在上海，不少
老字号餐饮企业也纷纷从菜品设计到配送严
格落实防疫举措，将拳头产品做成套餐，力推
线上销售线下送货模式的同时， 也兼顾老年
群体，推出预约店取模式。 特别是推出“小家
庭套餐”，让“防疫期间不聚集”理念深入人
心。 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些不仅是防疫需要，

也是在创造新的商机。

有专家表示，从现在起到 2月底，是防疫
最关键的时刻。作为普通市民，最关键的还是
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
手、保持社交距离……跨过这个寒冬，我们将
迎来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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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如始，静待春天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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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批工业互联网场景启动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