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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
加 速 度

联运有效疏堵保畅，是保障企业正

常运转的“压舱石”。

“2 万余名员工在港区封控作业

近 2 个月，不舍昼夜守好阵地，保

证装卸生产不停不乱。”上港集团

生产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周勇说，3 月

底，在上海港区实施封控作业管理

措施的前一晚，2 万余名员工接到紧

急通知，从四面八方赶到港区集中

办公，保障上海港 24 小时有序作业。

为应对公路运输受阻的压力，

中远海运、中国铁路上海局积极行

动起来，增加水水中转、海铁联运

比重，保证物流链“主动脉”畅通。

其中，铁路运输不仅缓解了公路运

输压力，还实现了区域联动。5 月 1

日至 21 日，长三角铁路日均卸车达

17507 车，同比增长 19.2%。

5 月 26 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沪东中华造船建造的我国首艘江海

联运型 LNG 船“传奇太阳”号在上

海交付，这艘船可通江达海，内外

贸能源运输中都可见其身影。

伴随着勇往直前的汽笛声，始

终在搏击市场风浪中前行的经济巨

轮劈波斩浪，开启新的航程……

金融机构“输血”，
纾困中小企业

封城两个月，许多企业资金周

转都遇到了问题。有些企业家说，

复工难复产，要复工就要有生产原

料、要有工人，要有开销、给工资，

才能复工。可是现在手里没钱了，

怎么复工呢 ?

在上海经营几家餐饮企业的徐

利表示，封控两个多月来，他管理

的三家店面，六十多天光是维持宿

舍员工的伙食、无法运营的店租成

本、外包消杀公司的费用等基本开

支就已经超过百万，资金链几近枯

竭。

他算了算成本，位于静安嘉里

中心的店面，光房租一个月就是 8

万元，3 月份封闭之前，已经是开开

停停的亏损状态；再加上员工的社

保和工资，一个月的固定开支就是

十几万。本来想着关店结束生意了，

结果一下子封控了两个多月，想给

店员降薪，但一想到这些年轻人还

指望着工资交房租、购买比平时高

出好多倍的食材，没工资就要活不

下去了，只能咬牙足额发放。现在

店面继续开起来的话，商场人流稀

少，开店比不开店亏得更多，他很

纠结，不知道该如何复工复产。

而他的同行，餐馆开在进贤路

上。原本欢天喜地地准备开门迎客

了，结果一夜之间又封上了！店铺

里的店员因为是密接，需要被转走；

新采购的食材来不及运出……“生

活就是这样吧，一直逼你想办法，

升级打怪进阶，你经常很生气，也

很难过，但最终还是要爬起来想办

法。”

徐利感慨，现在开实体店会遭

遇许多不确定因素，真的是承受了

太多“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

受 3 月以来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反复

的影响，以餐饮业为代表的服务业

遭受到严峻的经营压力，资金短缺

成为这些商家普遍面临的难关。

服装店主卢娜也面临着能否坚

持下去的严峻考验。店员住在徐汇

区，店面开在静安区，72 小时核酸

证明，基本上隔天就要去排队做核

酸，否则公交、地铁没法乘，公共

场所进不来，这就算了。揪心的是，

几乎没有太多人有闲情逸致逛街，

一周内进店的顾客不超过 3 位，一

周的总营业额为 0 元，快递也处处

受限，她真的是经历了太多太多次

崩溃时刻！

“资金流是帮助我们恢复运转

的关键，现在最大难题就是资金，

房租、进货、营销等等环节都需要

资金支撑，但我们小店主一般承租

的都是私人业主的房屋，没有办法

享受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的优惠措施，

在上海办理贷款难度也比较大。”

小店复工无小事，像卢娜这样

的小微经营者遇到的资金难题，也

牵动着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金融助企纾困是上海有力有序

推动经济加快恢复和重振的一大重

点。从 3 月底上海市出台的抗疫助

企“21 条”到近日发布的《上海市

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

上海市政府按政策力度“只增不减”

原则，强化多条金融助企纾困功能

的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受疫情

严重影响的行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

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推动

金融机构减费让利等金融纾困助企

政策一直是战“疫”的重要内容。

　　金融助企纾困是上海有力有序推动经济加快恢复和重

振的一大重点。市政府强化多条金融助企纾困功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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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