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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相助 老人最“急”尴尬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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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以来，临港新片区重点企

业迎来“复工潮”。上汽临港乘用

车工厂，整车正在陆续下线；三一

重机上海临港产业园总体复工率

接近20%，国内订单生产量已恢复

到正常时期的30%左右；上海电气

临港工厂人员逐步返岗，国家重点

项目开工率超50%……截至昨天，

临港新片区范围内复工复产企业

（含连续生产企业）达251家，全部

在厂封闭生产及管理人员总数

40651人，累计受理市级白名单企

业申请返岗“复工证”2512人。

在新昇半导体科技公司创新

中心工厂内某抛光车间，设备运行

均全自动，能保证24小时不间断

生产。60多名员工在现场照看设

备的正常运行。自本轮疫情以来，

上海地区集成电路制造、封测和设

备材料生产企业采取多种闭环管

理措施，最大程度保障生产正常进

行。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新昇半导

体科技公司主要为下游芯片制造

企业提供12英寸大硅片等关键原

料。疫情以来，生产设备和产线

24小时不停。3月28号后，研发、

生产等关键岗位近700名员工在

厂区内开展闭环作业。为确保正

常生产，对于生产所需的重要原

料，市经信委等部门给予大力支

持，办理了各类“重要物资保障通

行证”。4月份，新昇半导体

300mm大硅片出货量达历史最高

点，累计出货量近500万片。此

外，存储器用硅片继续保持历史最

高出货纪录。5月份，产量和销量

将再创新高。

“停工32天后，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把我们从困境中拉回来了！”

上海旻艾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晓坚说。旻艾半导体是专门从

事IC测试的企业，主要为本市各

个龙头IC设计公司做配套服务，

停工导致的影响主要包括现金流

压力、贷款合作流失等，最大的危

机是客户转移，而且对于IC设计

来说这样的转移往往“不可逆”。4

月28日，旻艾“上海市第二批白名

单”和临港新片区复工证明同时获

批复；29日，旻艾21名员工进厂，

正式复产。5月1日，旻艾工厂在

岗员工增至40多名，并于当日纳

入临港新片区“白名单”机制。

近日，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根据

疫情变化及时调整复工复产要求

和疫情防控措施，制订“一企一方

案”，配备“一企一专员”甚至“一企

多专员”开展组团式服务，支持企

业协调解决人员到岗、物资运输、

疫情防控等问题。本报记者 杨欢

临港新片区内复工复产企业已达251家

这家半导体企业4月出货量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随着越
来越多的餐饮网点和零售企业线上

线下复工，近日市民的餐桌有了更多

的选择。从奶茶、火锅到小龙虾、鲜

肉月饼……熟悉的快乐正在回来的

路上，上海也在逐步恢复“烟火气”。

上午10点，虹口区艾尚天地的

喜茶GO店里出现忙碌身影，李宏

伟等四名员工戴着口罩开始忙碌，

完成社区团购订单。早在4月中上

旬，喜茶瓶装饮料已经开放上海社

区团购。截至目前，喜茶在上海共

有三家门店开店复工。“五一”后将

会有一批新的门店加入复工队伍。

作为保供单位，光明邨大酒店

一直为街道社区的志愿者提供餐饮

保障。“现在店里处于闭环管理中，

只有七名点心师傅在岗。但考虑到

老字号的责任和老顾客的期待，我

们决定面向市民开出团购套餐。”针

对顾客的需求，他们想方设法配齐

原料，组合了两套特色点心品种套

餐上线“光明邨e购”。记者看到，

两套点心套餐中有市民青睐的“顶

流”鲜肉月饼和豆沙青团，以及深受

好评的苔条腰果酥、蛋黄肉松酥、椒

盐酥、香浓软糯的大肉粽等。

而在连锁商超领域，百联集团

昨天宣布，旗下超商、医药业态复工

门店1000家。

奶茶、火锅、鲜肉月饼正在“回来”

导尿管近两个月没换 九旬卧床老人痛苦不堪

看到大家的冰箱塞满了，一切辛苦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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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秋（公司行政经理）：从4月5日开始，她成为徐汇区漕河泾街道天龙苑小区的社区团购发起人之
一。团队名叫“蓝胖子秋秋”，管理组由四个人组成，已开团25个，包括肉类、蔬菜、鸡蛋、面包、牛奶等，

共服务居民2284人次。为方便老人购物，会由楼栋联络员询问后代买。当团购商品出现数量不足的情

况下，优先保障老年人的需求。 东方体育日报 梁群 整理

储备快吃完外卖叫不到 独居血透病人亟需营养“口粮”

好心人筹齐奶蛋菜：“吃完我再送”

父亲今年94岁，因患有多种基础疾病，已卧病在床

三年。由于小区封控，导尿管近2个月没更换，老人的尿

道已出现血肿，整日痛苦不堪。看着父亲日渐憔悴，阿拉

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虹口区水电路1321弄 姜女士

求助

帮忙 >>>

经过现场连线了解情况后，

记者向“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

发出求助信息。一开始，连续两

天问题都卡在寻找导尿管、引流

袋、注射器、塑料试管、腰盘、托

盘、消毒盘等14样“一件都不能

少”的耗材上。全城“地毯式”紧

急搜寻，每天深夜12时后大家

仍不放弃。就在公益联盟的小

伙伴们一筹莫展之际，公益企业

百联集团旗下上海第一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雪中送炭”：“这些，

我们都有的。”

救人不能等！5月2日下

午，上海第一医药工作人员仅用

一个多小时，就将耗材送到了姜

女士所住的小区。19时30分，

公益个人汤先生在严格落实各

项防疫措施后，驾车闭环转运，

从长宁区中山西路接上公益企

业“小护来了”的章护士后，赶到

虹口区水电路。历经半个多小

时，章护士为老人换好了导尿

管。“阿拉爸爸的情况好多了，炎

症也开始消退了！这下，阿拉真

的勿急了。”回访中，记者听到了

姜女士欣慰的话语。

疫情期间，小区封控、交通

管制。配药怎么办？购买医用

耗材怎么办？在记者再次连线

第一医药综合办副主任王悦雯

时，她表示在疫情期间，他们一

直都在为全市提供医药保障。

5月3日，上海第一医药旗下66

家门店全部恢复营业。同时，

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第一医

药”、微信小程序“i百联”上的

“药到家”功能，提供在线咨询

和服务。在5月2日上午加入

公益联盟后，已迅速与“战疫 ·

帮侬忙”融媒体平台建立“绿色

通道”机制，将给予紧急求助者

“最紧急的帮助”。

本报记者 王军

我今年59岁，是血透病人。3月底为方便

就医，独自暂住在浦东新区成山路一家宾馆内，

每周三次前往附近的上海君康医院做血透。由

于疫情封控，宾馆附近餐饮店几乎全停业，从家

中带来的“口粮”几乎吃完，订外卖更是“难上加

难”。可能是缺乏蛋白质摄入，5月2日当我做

完血透从医院返回宾馆的途中，头晕眼花、脚步

踉跄，短短900米的路，足足走了1个多小时。

谁能来帮帮我啊？ 市民 叶先生

求助

帮忙 >>>

晚上9时许，听完叶先生的诉

求，记者随即向“战疫 ·帮侬忙”公

益联盟发出求助。“明天，我就给他

送！”十多分钟后，公益个人张先生

接下了这一单。考虑到血透病人

急需补充蛋白质，他特地连夜为叶

先生从四处筹集了鸡蛋、牛奶等。

5月3日晚6时40分，“暖心投

喂”送到了叶先生的手中。“太细

心，太贴心了！鸡蛋是煮熟的，还

有牛奶，还有绿叶菜……我能吃上

一个多星期了，这份雪中送炭的情

意，我不会忘记的！”而在拨通公益

个人张先生的电话转达谢意

时，传来的是最实在的承诺：

“有事你们说，吃完我再送。”

本报记者 夏韵

今晨6时，一缕阳光洒进地铁龙阳路基地车

库。28岁上海小伙龚逸飞早早起床检查列车

了。车库停放了24列2号线列车。虽然眼下2号

线并未运营，但龚逸飞说，检查列车的活，每天都

要做一遍，“我们要让每一列车都时刻待命。一旦

哪天一声令下，那就是立刻出动，绝不耽搁。”

在龙阳路基地，年轻人不少。昨晚，上海地铁

对坊间流传的“恢复运营方案”进行了辟谣。这也

意味着，车辆“时刻待岗”的状态还将维持。和广

大市民一样，小伙伴们希望上海早日摆脱疫情困

扰，让流动的地铁带来更多“烟火气”。

本报记者 晏秋秋 孙中钦 摄影报道

诉 求 报数战疫 ·帮侬忙

5月3日11时至5月4日11时，新民晚报“战疫 ·帮侬忙”互助
服务类融媒体平台共收到求助、咨询类等诉求232件，其中紧急
类诉求件117，已推动解决93件（含“公益联盟”16件）。非紧急类
诉求也已通过相关渠道，给予回应。

待뿌뗈듽“下짹쇮쿂”

扫码看“战疫 ·帮侬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