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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布回答，部分闭环管控

中发现的阳性感染者，经分析研判，

其居住地疫情传播风险较大，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规定，划定为中风险区。同样
是中风险区，有些地区只封楼栋，有

些要封整个小区，判定标准也可能

不同。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专家

组成员袁政安说，划定风险区域主

要考虑以下因素：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的居住状况（主要包括居住条
件、居住环境以及周边情况等），区
域内人群风险暴露状况（主要包括

个人防护、人群聚集、接触频繁等），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风险

（主要包括工作、活动时间、范围以
及相关场所的密闭性、通风情况，调
查间隔时间长短等）等，根据具体情
况而定。

本报记者 左妍

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一年间——

“小窗口”折射大活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今天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浦东新区温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正式公布一周年

的日子。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一年间，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
骨头，继续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继续为国
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探路。

浦东企业服务中心，可谓市场活力的“晴
雨表”。一年来，涉及市场准入、退出等浦东
法规密集出台并在这里落地。厂者实地走
访，感受这里曾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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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上半年中国经济
同比增长2.5%

隔离管控中发现“阳”，为啥还会新增风险区

多云，午后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

最高38℃,最低30℃

今天: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最高35℃,最低29℃

明天:

>>>详见第5版

退休人员和城乡居保人员
增加养老金

>>>详见第4版

有的感染者明明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的，
为什么还会新增风险区呢？

热热热！四问极端“高烧”天气缘由和发展

24小时生产
仍供不应求

00℃温컂“热죈”场뿩市场，
厂者探访훆场뎧——

■今天上午，松江一制冰厂，工人们从凌晨五时多就到岗开工，卸下制好的冰块，运输，紧接着再进入下一个制冰流程 本报记者 萧君玮 摄

昆曲兰馨之香 泰斗求艺之精
俞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今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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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处清凉的制冰厂，上海丰达制冰

公司董事长俞钢红仍忙出了一身汗。手机

电话不断，厂区门口排满了运冰块的卡车，

甚至还有农贸市场工作人员、商贩专程前来

购买……异于往年的高温，让公司的订单量

比往年翻了五六倍。

“我们每天出2-3波冰，冷库都用不上，

冰块一做出来就马上被运走了。”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厂区门口，工人用特制钩子将冰块

拉进轨道，将它们装载上车。这些冰块已被

订购，即将运往市区的一些核酸采样点。

“我们工厂内一共有两个制冰池，一池能

生产4500块冰。按照满负荷来算，大概一天

能生产27000块。”俞钢红说，工厂已经安排工

人轮班、24小时制冰，但冰块仍然供不应求。

这些大冰块是如何制成的？俞钢红掀开

铺在池上的绿布，指向冰块的模具外围的一

圈凹槽介绍：“这里我们投入了工业盐，让外

围盐水的冰点达到-15℃。这样，浸入盐水中

的模具可以利用自身低温，冷却模具中的淡

水。”待静置10小时左右，模具会被浸入常温

的水中，冰块边缘融化，就能顺利完成脱模。

这些冰块每块都可以在避免阳光直射的

情况下使用4-6个小时，基本用于企业生产

车间、生鲜物流运输等环节的物理降温，不能

食用。

夏天本就是制冰厂最忙的时候，今年连

续多日的极端高温更催热了市场需求。“由于

中高考延期，遇上天气更热，今年我们供给松

江区各考点的冰块数量有900多箱，是往年

的三倍。”俞钢红说，“另外，遍布全市的核酸

采样点也让冰块需求量猛增，‘大白’防护服

密不透风，只能依靠物理降温。”据悉，这波用

冰旺季将持续至9月底。

本报记者 杨洁 董怡虹 实习生 陈学超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杜雨

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

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介绍，初

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62642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

其中，二季度GDP为292464亿元，同比

增长0.4%。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上涨1.7%。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

比上涨0.4%，衣着价格上涨0.5%，居住价

格上涨1.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0%，交通通信价格上涨6.3%，教育文化

娱乐价格上涨2.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0.7%，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2%。

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上涨7.7%，二季度同比上涨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