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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以来，核酸检测报

告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检验人’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上海市

第一妇婴保健院检验科PCR实验

室主管技师陈方方感慨，“在我们

团队里，有‘60后’老将每天全流程

把关所有核酸检测结果的复查和

报告环节，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

觉；也有‘90后’青年人勇挑大梁，

和团队共同完成了一次次艰巨的

检测任务。”与该院检验科团队一

样，申城医疗机构无数“检验人”已

经在院闭环一个多月了，这群和病

毒距离最近的人最近又忙着“升

级”，以跑出复工复产下核酸检测

的“加速度”。

近日，市卫生健康委透露，在

实验室检测能力上，上海通过增设

检测机构、增配方舱实验室和移动

检测车等方式，使单日最大检测能

力从本轮疫情前的102.8万管，增

长到850万管以上。实验室检测

能力提升不仅可以满足上海常态

化检测的需要，而且能够更快地报

告检测结果，更好地满足市民工

作、生活的需要。

龙华医院移动PCR方舱实验

室本月初正式启用。记者在现场看

到，方舱实验室外部看上去好似一

个集装箱，内部却是别有洞天——

试验区域分为试剂准备区、样本制

备区、产物扩增分析区，并设置洗

消间和设备间，配有核酸提取仪6

台、生物安全柜3台、核酸扩增仪

12台，在24小时满负荷运作下，检

测量每日可达12000管。此外，全

流程监控设施、可视化智能控制系

统、温度调节控制系统、空气净化

系统、紫外线消杀系统、内部负压

系统等一应俱全。

龙华医院检验科根据核酸检

测的紧急程度进行细分，将识别工

作前移，用不同颜色的采样管分别

代表急诊病人、医院职工、门诊日

常等核酸样本，再按轻重缓急分

类，更好满足不同检测任务的时限

需求。“对于急诊和抢救的病人，我

们做到快检和普检同时进行。快

检是为后续医疗救治提供便利，而

特殊标识和运送流程使得这些病

人的普检标本也能第一时间直达

检测仪器。”刘维薇介绍。

据悉，随着方舱实验室的启

用，龙华医院也计划近期新建采样

舱，并与方舱实验室相连，缩短从

采样到出报告的时间。除了“快”，

该院检验科人员把保证检验质量

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放在首位，并

在全流程监控设施的助力下，为每

份报告上“双保险”。

本报记者 郜阳

“病毒猎手”装备升级
更快更多更准 核酸检测跑出“加速度”

5月17日，在上海湾区高新区

（原金山工业区）企业上海沃迪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自己

厂区内，由企业自己的核酸采样

员，使用自己研发的智能核酸采样

小屋，完成了核酸采样。据了解，

智能核酸采样小屋，是该企业自主

研发的，拥有正压新风、压力报警

监测等多重防护，经卫生部门培训

的采样人员，只需二级防护即可有

效杜绝感染风险，而且室内温度始

终保持在20℃左右。企业在驻地

卫生服务中心指导下，通过“三自

模式”完成核酸采样，让复工人员

在自己厂区内就能完成核酸采样，

实现了企业的自行组织、自主扫

码、自主采样，企业能更加灵活安

排检测时间，有效避免了企业间的

交叉感染风险。

庄毅 屠瑜 摄影报道

企业员工当上核酸采样员

“中欧班列-上海号”回程车来了
疫情下的上海新增国际货运通道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上海

按下复工复产启动键，位于上海

青浦北斗西虹桥基地里的多家北

斗导航与定位相关企业行动起

来。日前，记者从市科委获悉，华

测导航、联适导航、海积信息、瀚

界科技、尚远通讯等北斗导航企

业实现复工复产，在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同时，以优质高效服

务保障民生重大项目生产，助力

“长三角数字干线”的高质量建设

发展。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以北斗高精度为

核心的普适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承担着2022年国家地质灾

害普适型监测预警系统的监测工

作。封控以来，该公司员工克服压

力，确保了持续为预警信息系统、

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

前，该公司已在云南、四川、重庆、

青海、湖北、浙江西等十余个省份

3000余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安装了

15000余套自动化监测预警装备，

在汛期来临之前充分保障了地质

监测预警工作。目前，随着员工分

批逐步返岗，华测导航产能已恢复

至70%。

眼下正值春播期间，由上海联

适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北斗终端农机自动导航驾驶系统，

已经成为农民春播、春耕不可或缺

的作业工具。疫情影响下，该公司

技术人员通过视频连线为客户提

供远程技术指导的服务，保证春耕

作业不掉线。目前该公司已有45

名员工到岗，产能已恢复80%，实

现交付订单产品过万台。

助力“长三角数字干线”

多家北斗导航企业复工

增加海铁联运站点、浦东机场日

均货运量提升……疫情防控期间，上

港集团、机场集团、上海联交所等国

有企业立足主业，坚守阵地，坚持运

转，全力保障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畅通和城市核心功能正常运行。

物流运输不停摆
上港集团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

要求，通过“白名单”机制，持续做好

关键岗位和作业人员返岗工作，目前

已有2万余名员工在岗封闭式生产。

上港集团梳理整合旗下各物流

企业资源，并连同合作伙伴，共同提升

上海港的多式联运能力。比如海铁联

运方面，新增3个站点，在6条固定车

底循环班列天天班稳定运行的基础

上，通过增开多车次散列、提前调配空

箱、保障出口重箱顺利出运、建立重点

线路联系人机制等措施，满足疫情期

间各大外贸企业的出口需求。

陆路运输方面，上海港各集装

箱码头已全覆盖应用电子设备交接

单（E-EIR）、码头电子小票和码头

智慧道口，进出口企业可通过线上

业务平台办理各项主要业务和单

据，集卡司机在上海港可通过非接

触式操作完成进出港业务办理，实

现港口物流环节集卡运输闭环管

理、人员互不接触。

保障运力不间断
5月以来，机场集团积极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运行，5

月1日至14日，浦东机场日均保障

货运航班123架次，日均货运量

5500吨以上，比4月同期分别提高

了42.41%和72.88%。

集团积极对接本市、长三角地

区、各省份企业生产急需物资需求，

“一企一策”，统筹协调，优先做好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等重

点企业物资运输保障，提升浦东机

场保通保畅效率；与国内外各货运

航司保持密切沟通，推进工作人员

的返岗复工；建立上海机场保通畅

工作专班，全力打通进出浦东机场

提货车辆运输堵点，持续协调解决

本市及跨省货运车辆通行问题，近

期，浦东机场货运区货车日通行量

达3600多辆次，日均提货量3000吨

左右，较4月同期有显著增长。

金融服务不打烊
作为上海唯一的综合性产权交

易服务机构，上海联交所在疫情防

控期间，安排部分员工驻守单位，

其余的人员远程办公，以线上线下

接力跑的形式开启了交易业务线

上走的数字服务模式，确保交易不

打烊。

上海联交所依托近两年大力开

发的信息化，促使鼎和保险增资项目

于疫情期间顺利成交，实际项目融资

额64.5亿元，上海新燎原80%及相关

债权转让成交金额62.41亿元。一笔

笔交易的背后，是一群人的努力。在

3月、4月的封控环境下，上海联交所

合计实现交易额311亿元。

近期，上海联交所还发布了两

方面10条便利交易、助企纾困的措

施，全力支持企业抗疫。

本报记者 叶薇

上海国企立足主业坚持运转

日前，搭载着43个40尺集装

箱、价值1000多万美元有色金属原

材料的“中欧班列-上海号”从哈萨

克斯坦的阿腾科里运抵上海闵行

站。这是“中欧班列-上海号”（阿

腾科里-上海）回程班列的首列，也

是上海在疫情期间新增的一条国际

货运通道。

作为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的

港口城市，从今年3月下旬开始，上

海的人员流动逐渐进入静止状态，

但上海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却不允

许它停下来。不断不乱，稳链固链，

飞驰在欧亚大陆上的“中欧班列”正

是上海全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畅

通的一道缩影。

物畅其流
去年9月28日，“中欧班列-上

海号”正式开行，通过发挥国际铁路

联运的独特优势，成为上海稳定连接

欧亚大陆、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

要通道。今年3月底，新冠疫情席卷

上海，给国际贸易带来严峻挑战。如

何保障“物畅其流”？开行仅半年的

“中欧班列-上海号”选择坚守。

克服疫情下的不利条件，“中欧

班列-上海号”满载着变频器、收线

机、交流稳压器、永磁同步无齿轮曳

引机等“中国制造”一路奔驰，抵达

哈萨克斯坦后，又在本月带着43个

集装箱、价值千万美元的电解铜而

归，满足国内机械、汽车、建筑等工

业领域的原料需求。

一路畅通的背后，是线上线

下、场内场外的密切配合。近两个

月以来，面对疫情可能导致的运输

影响，上海东方丝路多式联运有限

公司作为货源组织方和平台运营公

司，时刻做好铁路放行的准备，召集

员工留守现场，全力保障供应链物

流畅通。

东方丝路董事长王锦秋告诉记

者，此次“中欧班列-上海号”（阿腾

科里-上海）回程班列的顺利开通，

还意味着“中欧班列-上海号”实现

了中欧线、中俄线、中亚线的全覆

盖，“是上海在面临疫情大考的关键

时刻，为全球产业链做贡献、为国内

产业链赋能的一个缩影”。

稳链固链
上海在我国的进出口业务当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2021年，上海市

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达4.06万

亿元，其中出口1.57万亿元，进口

2.49万亿元。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

口岸城市，上海不能“停摆”。

市商务委已制定《重点外贸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指引（试行）》，先后发

布了两批复工复产重点外贸企业“白

名单”，包括货物贸易类、服务贸易

类、外资总部类和口岸服务类企业共

计704家，其中，第一批142家，第二批

562家。第一批“白名单”中的企业已

有63%复工复产，第二批“白名单”企

业正在准备复工复产。第三批“白名

单”820余家也将于近日发布。

围绕“人能出、车能动、货能转”

的要求，“中欧班列-上海号”将积

极发挥作用。王锦秋表示，在原定

开行计划数上还要争取增开班列，

竭尽全力保障外贸企业和产业链供

给链畅通运转。

本报记者 张钰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