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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近日，市政府连续召开两场外资企业视

频圆桌会议，及时了解和协调解决企业在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达产。会上，外资

企业高管纷纷表示，深耕上海的决心不变，继

续看好上海、投资上海的信心不变。

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市场
第一场圆桌会议安排美资企业专场，美中

贸易全国委员会和卡博特、联邦快递、泰科电

子、宝洁、强生、百事等6家美资企业高管参加。

“座谈会是企业在沪发展的定心丸，将重

塑企业在沪运营的信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首席代表许子兰说，开放的环境、便利的政

策，稳定可预期的市场是我们最急需的，期待

着下半年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美国是上海第四大投资来源基地，美资

企业在上海实际投资超过165亿美元。在上

海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分别超

过225家和149家，占全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和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均在近30%左右，是在

沪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最多的国家。

2021年全市新设美资企业 521家，增长

21.7%。

卡博特资深副总裁、亚太区总裁朱戟说：

“我们绝对不会离开中国市场，绝对不会。卡

博特2022年到2023年在上海有近8000万美

元的投资计划，尽管疫情有一些影响，但是

8000万美元的项目不会停止。”

联邦快递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陈嘉

良说：“我们会100%支持复工复产，更重要的

是我们会100%努力振兴上海的经济，我们对

上海以及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百事公司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副总裁张咏

清表示，企业对上海的投资信心依然很强，会

继续在中国投资。

宝洁公司全球副总裁仇中强也表示，“上

海是宝洁公司在华投资生产营销的主要集中

地、领头羊，也是发展潜力的巨大市场。”

强生公司副总裁阙非表示，“即便在这个

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成功注册了一家新

的投资公司，虽然疫情封控，但是上海政府工

作效率还是很高的。”

第二场圆桌会议安排汽车企业专场，特

斯拉、上汽大众、通用、福特、采埃孚、佛吉亚

等6家外资车企高管参加。

采埃孚表示集团已将大量投资实体和资

源放在上海。通用汽车表示，将不断增强在

上海的投资、管理、结算、研发等职能，为辅助

业务开展，已向上海派驻150余名外籍专家。

加速复工复产补回进度
截至5月31日，上海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情

况良好。在工业领域，上海市发布了5批白名

单企业共9198家，其中外资企业占比约30%，

企业复工率约为70%，复产率约为45%。在外

贸领域，发布了三批共1525家企业，其中外资

企业占比约65%，企业复工率约62%。

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和兄弟

省市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市全力支持特斯拉

及其上游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的复工复产，

市、区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解决企业复

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目前，特斯拉已

采取“双班制”进行封闭式生产，产能利用率

恢复至100%，4月复工以来累计生产整车超4

万辆。

泰科电子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张超表

示，“虽然这次疫情受到很大影响，4月和5

月份的业务确实有很大下滑，但现在公司

上下都是信心满满的，准备从6月和7月份

乃至后面的几个月尽最大努力把前面的损

失补回来。”

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

瑞说，得益于上海整个复工复产相关政策的

快速有效落实，我们在5月初宣布成立了上海

美次方投资有限公司，落户在上海市奉贤区

东方美谷核心区内的临港南桥科技城。这次

投资是欧莱雅入华25年来首次在中国成立投

资公司，欧莱雅中国也是集团到目前为止唯

一一家设立投资公司的分公司。

“目前正处于全面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

我们对上海的消费复苏充满信心。”他告诉记

者，端午小长假期间，很多消费者来到欧莱雅

线下品牌专柜和旗舰店购买美妆产品，而在

线上，目前也正值618大促期间，旗下全品牌

积极备战，爆品优惠力度空前，预售成绩引领

“亿元俱乐部”。

圆桌会议上，与会企业也纷纷提出意见

建议，并得到相关部门积极回应。百事希望

上海将留抵退税政策扩展到大型农业企业，

并帮助百事公司下属上海御禾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办理相关业务。市税务局表示，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已涵盖了农业企业，下一步将

对接企业推动政策落地。

特斯拉关心汽车产业链安全和稳定问

题，特别是如何帮助产业链远端的中小企业

恢复信心。市经济信息化委介绍，上海已建

立工作专班服务重点企业，也有为产业链上

的中小企业助企纾困政策，可以保障汽车产

业链的安全和稳定。

当前，受疫情、国际局势变化等多重因素

影响，上海稳外贸稳外资面临严峻挑战，但上

海外贸外资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据

了解，今年6月，市政府将按照美国、欧洲、日

韩、台港澳等重点投资国别（地区）和汽车、外
贸、商贸、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领

域，集中召开20场政企沟通圆桌会议。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看好上海、投资上海信心不变”
申城召开外企视频圆桌会议，加快推进企业复工达产

——返校复学“全攻略”

本报讯 端午节日期间，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前往常态化核

酸检测点、大型商场，开展“防疫

情、稳经济、保安全”大走访、大排

查，实地察看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复商复市情况。龚正指出，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部

署，统筹好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

风险防范，持续有力推进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的同时，毫不放松地

抓牢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每一

个细节，做到张弛有度、放而有

序，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疫情防

控成果。

龚正一行来到陆家嘴，在世

纪连廊上察看常态化核酸采样

点，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采样

人员致以问候，并对照采样点区

域分布图，详细了解采样点人员

配置、服务时间、排队等候情

况。龚正指出，核酸检测是实现

疫情防控早发现的重要途径。

要根据居民检测需求，加密采样

点位，动态调配资源，增加服务

时间，更好满足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的检测需求。要推进核酸采

样点进小区、进园区、进楼宇、进

大型企业，确保采样点实时状态

信息准确，让市民就近就便得到

服务。要持续优化“采、送、检、

报”全流程，进一步缩短从采样

到出结果的时间。

小长假里，上海国金中心商

场、前滩太古里开门迎客，人气

复苏。龚正沿着商场动线边走

边看，听取疫情防控举措和应

急预案，察看商场人流、商铺经

营、扫码入场等情况。龚正指

出，当前上海正处于全面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只有

“控得住”，才能“放得开”。节

日期间要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用好发现、处

突、管控和自我健康管理“四个

机制”，管控好聚集性、流动性

风险。要加强社会面疫情应急

处置，分秒必争、以快制快，发

现一起，迅速扑灭一起，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要把扩内需、促消费作

为经济恢复和重振的先手棋，

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力度，鼓励

市场主体创新模式业态，多渠

道促进消费回补、潜力释放，进

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力。

张弛有度放而有序守护防控成果
龚正实地察看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商复市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张雯

珵 记者 袁玮）6月2日，虹

口区162、163街坊旧改基地

正式复工。旧改地块居民林

春生早早地来到基地，领取

了房屋征收补偿款，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林老伯感慨不

已：“拿到钱，很开心！非常

感谢旧改工作人员在疫情

期间对我的帮助。”

林老伯家所在的地块属

于虹口区音乐谷房屋征收项

目。该项目包括20、55、162、

163、180五个街坊，其中，20、

55、180街坊隶属四川北路街

道，162、163街坊隶属嘉兴路

街道，共有被征收人2165证

2408户。为了让旧改“提档

加速”，虹口区在全市首创

“跨街道组团打包”方式，将

原先20多个月的工作量集中

在3个月内完成。去年12月

20日，该项目首日正式签约

率达到98.66%。

旧改是虹口最大的民生、

最大的发展。连日来，虹口区

在抓好各旧改基地防疫安全

工作的同时，正积极推进旧改

工作的复工复产。接下来，虹

口将积极争取市区联合、规划

调整等政策支持，加快旧区

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虹口区185街坊，212街坊，

234、247街坊等项目将同时

复工。区旧改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做深做实做细

群众工作，加快推进旧改，力

争在6月底前完成全区成片

二级旧里改造任务。对于还

未启动的零星地块，要加强

与市里部门沟通对接，积极

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能快

则快启动旧改，尽快改善群

众居住条件；对于已经启动

的地块，要做深做实做细

群众工作；对于待出让的

地块，要确保地块找到“好

人家”、建成“好项目”、集聚

“好产业”、形成“好功能”、

成就“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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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防疫“两不误”

上海的高二、高三、初三即将返校复

学，如何做好复课后的健康防护，助力考试

升学？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上

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推出了返校复学防疫

“全攻略”：

开学准备
1.做足功课，列好防疫清单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选择合适尺寸，

配备2个以上，潮湿、损坏时及时更换。如果

身边没有可更换的口罩，及时向老师提出，

请学校支持提供。

75%酒精棉片或消毒湿巾、免洗手消毒

剂等消毒用品，不方便洗手时也能保证手

卫生。

纸巾等个人清洁用品，咳嗽喷嚏时能及

时遮掩，做好个人卫生。

清洁、透气纸袋，以便临时存放摘下的

口罩。

其他防护物品，如手套等。

2.加强沟通，了解防疫规定

家长和孩子应充分了解学校的防疫要

求和流程，积极配合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和规

定，监测复课前每日健康状况，关注核酸、抗

原检测结果，确保复学畅通。

上学途中
采取步行、骑行或乘坐私人交通工具的

方式上学，尽量保持两点一线。

路途中全程规范佩戴好口罩，与他人

保持距离，不进食，避免接触公共物品，接

触后要及时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擦拭清

洁，避免用手直接触摸眼口鼻。到学校后

及时洗手。

进入校园
1.做好健康管理，完成“两测两检”

配合学校日常健康排查，到校前完成一

次抗原检测、离校前完成一次核酸采样，在

校接受两次体温检测，上下午各一次。

密切关注自身和周围人健康状况，出

现发烧或身体不适等可疑症状，及时告知

老师，在学校安排下进行隔离、健康监测及

就医。

2.保持社交距离，践行个人防护

同学重逢，开心之余仍要保持适当距

离，尤其是在校园内的公共区域，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避免聚集性活动。

保持手部清洁，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

品、喷嚏咳嗽后，应按照“七步洗手法”仔细

清洁双手。

注意个人卫生，咳嗽喷嚏掩口鼻，用过

纸巾不乱丢。

保持环境卫生，教室定时开窗通风，保

证空气流通。

放学回家
回家后及时清洗双手，继续做好自我健

康监测。

践行科学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心

理平衡等健康生活方式，增强免疫力。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