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晚，同事拍摄的一段视频走
红网络：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市民
刘先生连续多天自掏腰包，买了四
五十份盒饭，专程送给站外候车的
旅客，他说：“希望他们最后在回家
之前，能够吃上这顿晚饭。”
这些天，上海对外交通逐步恢

复，关于离沪的问询与讨论，也明
显多了起来。朋友圈，有滞留上海急
着返校备考的初三学生，有想带早产
宝宝回老家护理的妈妈，也有因为疫
情已经延期入职的打工人。网络上，
返乡攻略、交通指南、候车视频等，催
热了“离开上海”的话题。
去与留，在这座曾经人来人往的

都市，很少如此受到关注。事实上，
按下暂停键近两个月，离沪的需求积
累、疑问集中也在情理之中，及时答
疑解惑就好。与之相比，在关于离沪
的讨论中，更让人难忘的，是那些“我
会留在上海”的声音和理由。
留下，有“等一等”的坚持，如

今的成果来之不易，需要共同守
护。因为疫情，从事影视工作的小
泽收入锐减，面对亲人催促回家，
他回复“不添乱，再等等”。城市正
在复苏，背后是每个人的不懈努力
与支持配合，目前疫情防控仍处在
拔点攻坚的关键时期，“防外溢”
“非必要不离沪”是打赢“大上海保
卫战”的重要一环。

留下，有“门对门”的温情，人
际的纽带刷新重塑，形成更多连
结。三年前，宁小姐来沪创业，上
海在她眼里，是繁华的商圈，是璀
璨的霓虹，是快捷的交通，这场疫
情让她的记忆点从“物”转为“人”，
如今的上海，是送菜的邻居，是减
租的房东，是万能的团长，是辛劳
的志愿者，那些凡人微光，成为她
与这座城市更深的连结。
留下，有“日复日”的热爱，熟悉

的上海终将回来，爱她的人愿意为之
努力。昨天，同事采访了三位深夜值
守的“大白”姑娘，她们已经不计报
酬、风餐露宿一个半月。当被问及疫
情之后会否离开上海，她们坦言“不
会离开，我觉得这座城市发展潜力很
大”，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一切都
会好的”，因为“我们对上海的热情不
是一天两天，我依旧会爱上海”。
其实，更多留下的人，并不会

说“为什么”，而是像为离沪旅客送
上盒饭的刘先生，默默行动与付
出，正是这份坚韧、互助、文明、守
序，构筑起这座城市的精神品格。
人生忽如寄。重要的是，无论去

与留，每个人都曾与上海一起共渡难
关。留下的人，让我们继续拼搏，一
起去守护、去迎接、去创造我们热爱
的那个上海。今天离开的人，我们也
期待，在这里与你再次相逢。

离开与留下
新民眼

本报讯（记者 叶薇 通讯员

何宝新 张文豪）今天，中国船舶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沪东中华造船（集

团）有限公司双喜临门。该公司建

造的全球最大装箱量24000箱超大

型集装箱船2号船在长兴造船基地

顺利出坞。同日，13000吨多用途

重吊船12号船在沪东中华浦东厂

区命名交付，标志着该项目圆满收

官。这是该公司自复工复产以来首

次实现一天完成两大生产节点。据

统计，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沪东

中华已累计完成5型船6大生产节

点，取得了复工复产的阶段性成果。

自4月25日实现复工复产以

来，沪东中华以点带面、小步快跑，

成立“综合协调组、防疫工作组、安

全生产组、物资运输保障组、后勤物

资保障组”5个专班，全面实施“一船

一策”，跑出复工复产的“加速度”：5

月1日，全球最大浅水航道第四代、

我国首款江海联运型8万立方米液

化天然气（LNG）运输船2号船出海

试航，5月11日提前2天凯旋。5月

9日，13000箱双燃料大型集装箱船

开工点火。13日，某重点产品顺利

出坞。16日，8万立方米LNG运输

船3号船入坞搭载总装。

今天出坞的24000箱超大型

集装箱船2号船由沪东中华自主设

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总长

399.99米，型宽61.5米，型深33.2

米，是目前全球装箱量最大的集装

箱船型，被誉为海上“巨无霸”，具有

快速性和低能耗的优点，各项性能

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今天命名交付的13000吨多

用途重吊船是沪东中华建造的经

典船型之一，迄今已完工交付共12

艘，具有丰富的生产设计和建造经

验，并在精益建造、创新管理方面

不断突破。

自复工复产以来，沪东中华继

续保持高频率、高效率接单，又先

后承接了共12艘17.4万立方米

LNG运输船订单，成为上海船舶制

造业复工复产最大的亮点，极大地

提振了船舶市场的信心。

超大型集装箱船出坞 多用途重吊船交付

沪东中华复工复产双喜临门

范 洁

本报讯 （记者 李一能）日

前，家住崇明区城桥镇的王老伯

从邮递员手中收到了阔别多日的

《新民晚报》。在半个月前，还有

将近百万份报刊“滞留”在崇明邮

政中转站，如今这部分存量基本

被清空。

3月末崇明地区封控后，相关

的报刊投送也按下了暂停键。到4

月底，积压在崇明区邮政分公司转

运站的报刊已达一百多万份，每天

还有三万多份的报纸源源不断从

市区运来。本月初，崇明分公司领

导在做好防疫工作同时，决定把报

纸送出去，让大家感受到上海复工

复产的希望已经不再遥远。

但报纸怎么送呢？崇明区分

公司党委召开线上会议，明确为什

么要送，该怎么送，在送报的同时

疫情防控也绝不能松。各支局根

据各社区街道、乡镇的具体管控措

施，联系已宅家多日的投递员，职

能部门帮驾驶员、投递员办汽车通

行证、电子通行证，暂停键变成了

播放键。

相关支局充分运用好上海邮

政已纳入上海快递业第一批“复工

复产”白名单的利好政策，尝试性

投送个人订户；有些支局辖区内

乡镇仍处于管控中，镇内的投递

员就和镇外的投递员在道口交

接；有些支局因为人员禁止跨镇

流动，道路管控被封，一辆车在一

条路上来来回回好几次。

崇明能收到《新民晚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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