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要闻2022年4月24日 星期日

组版编辑 卢 静 3

●北京大学：研讨国家
安全学学科建设 成立国家
安全学系

●42 种图书入选 2021
年度“中国好书”

●国家卫健委：4月22
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
病例 2971 例 治愈出院病
例3127例

据新华社电

（上接第一版）
桩机轰鸣、塔吊林立，青海丽豪半

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一期的建设现场，

突破高纯晶硅行业内 84天左右精馏塔

施工期的极限，创造“丽豪速度”……

为了让全省复工复产工作再提速，

我省工信部门成立四个领域 9 个专项

督导组，分别赴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

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 6个

地区、7个工业园区、50余家企业开展疫

情防控和经济运行专项督导服务，把脉

会诊各地区工业经济运行存在的困难

症结，认真梳理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难

点问题，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另外，我省各地区工信部门及时调

查和掌握春节后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强化

政企联动和部门协同，迅速有序做好复工

复产，督促企业做好设备检修、备产备料、

用工组织等复工前的准备工作，实现应开

尽开、应复尽复。截至3月底，全省634户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复工率为94%，高原

大地处处人勤春来早的生产场景。

发展新动能持续发力

新年伊始，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

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分公

司传来佳绩。目前杂质指标已经达到

12 英寸硅片用质量指标要求，实现批

量应用目标，月产量提升至 300 吨以

上，达到设计产能，电子级产品高端市

场应用份额持续扩大。

新的一年，我省盐湖产业、新能源

产业、数字信息产业等一批新兴产业

加大科研力度，佳音频传，动力十足！

特别是产业“四地”建设步伐加

快，其中，清洁能源投资 90 亿元，1630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投资和

建设规模均创历史新高；盐湖原始卤

水提锂取得突破，2 万吨镁基土壤修

复项目开工建设。

另据省统计局统计，以单晶硅等电

子专用材料制造为主的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0倍；以锂电池

制造为主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96.9%，对全省规上工业贡献突出。

为此，分析总体工业形式，我省业

内专家提出，一季度工业生产实现较

快增长，既有高技术制造业、新动能产

品增长加快的拉动，也有产品价格上

涨、企业增加产量等因素的影响；但也

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仍复杂严峻，大

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保持工业经济

平稳增长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下一阶段，我省将进一步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坚决落实关于促进工业

经济平稳增长各项决策部署，有效提升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继续扎实做好减税

降费和助企纾困工作，持续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努力推动二季度工业经济实现

平稳增长，保持全年运行在合理区间，

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坚实支撑，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四

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8.8个百分点背后，看工业经济如何提振发力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
高敬） 最新数据显示，第二轮第六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约谈党政领

导干部 239 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188
人。

生态环境部 23 日通报，第二轮第

六批 5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3 月 23 日 至 25 日 陆 续 进 驻 河 北 、江

苏、内蒙古、西藏、新疆五个省（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目前，

各督察组已完成下沉工作任务。

截至 22 日晚，各督察组共收到

群众来电、来信举报 14410 件，受理

有效举报 12425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

举报，累计向有关省 （区） 和兵团转

办 10445 件。有关省 （区） 和兵团已

办结或阶段办结 5772 件。其中，立

案处罚 1127 家，立案侦查 59 件；约

谈党政领导干部 239 人，问责党政领

导干部 188人。

经过努力，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

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一批整改不到位

甚至污染反弹的问题得到查处，一批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已问责干部保护督察已问责干部188188人人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
樊曦） 记者 23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由我国自主研发、世

界领先新型复兴号高速综合检测列车

已上线运行。

据了解，该车作为高速动车组新技

术验证平台参与CR450动车组研制先

期试验，4月12日，在郑州至重庆高速铁

路巴东至万州段成功实现隧道内单列时

速40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达806公里；4
月21日，在济南至郑州高铁濮阳至郑州

段成功实现明线上单列时速 435公里、

相对交会时速达 870公里，创造了高铁

动车组列车明线和隧道交会速度世界纪

录。这标志着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

“CR450科技创新工程”全面展开。

国铁集团科信部负责人表示，世界

领先新型复兴号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采

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涡流制动、碳陶制动

盘、永磁牵引系统、主动控制受电弓等9
项新技术，由4辆动车和4辆拖车组成，

增强了动车组列车的安全性、可靠性、

效能性、经济性，整体性能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今年 4 月份以来，世界领先新型

复兴号高速综合检测列车在济郑高

铁、郑渝高铁开展了 CR450 动车组研

制先期试验，分别在明线和隧道开展

了高速运行和高速交会工况下的动力

学、空气动力学、阻力、噪声等 60 余项

科学试验，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实现单

列时速 435 公里、相对时速 870 公里的

明线交会和单列时速 403 公里、相对

时速 806 公里的隧道交会，获取了不

同工况下动车组列车及高铁路基、隧

道等基础设施的特征数据，相关指标

表现良好，探索了列车速度提升相关

安全性、舒适性参数变化规律。

世界领先新型复兴号世界领先新型复兴号
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运行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运行

新华社记者

当前，上海正全力推进社会面清零攻

坚行动，全市正处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

在社会各界不懈努力、特别是上海广大市

民支持配合下，攻坚行动取得了重要阶段

性成果，一些积极变化正在显现。

与此同时，要深刻认识当前上海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务必坚定信心、

凝聚力量，压实“四方责任”，坚决有力

推进、持续深入攻坚。

清零攻坚在行动

4 月 22 日，上海新增 2736 例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 20634 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同日，本土确诊病例出院

1875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 20768例。

“从近阶段疫情数据可以看出，当

前上海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新增阳

性感染者总量基数大、仍处于高位波

动，总体在封控区、管控区、集中隔离点

内发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

员吴乾渝 23 日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上海仍在不断加强资源统

筹，各区深挖潜力，畅通出院流程，巩固

出院人数大于入院人数的正向循环成

果。

22 日起，上海开展社会面清零攻

坚九大行动，力争早日全市实现社会面

清零。

根据九大行动的部署，将开展社区管

控行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封

控区严格实施“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要

求；管控区严格实施“人不出小区（单位），

错峰取物”要求；防范区严格实行“个人防

护，严禁聚集”要求，人员不得流动到封控

区和管控区。对流动人员加大街面巡查

力度。对居家隔离对象采取上门磁等方

式限制人员外出，健康码赋红码。

全力救治“老少孕重”

当前，千方百计降低病死率、挽救

更多患者生命是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中之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上海

工作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局马旭东处长介绍，目前住院患者中，

60 岁以上老人占比接近三成。合并基

础疾病的超过 60％，目前在院的 1000
多名基础疾病较重的患者中超过 40％

合并 3种以上基础疾病。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海

市长期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疗

机构。目前，中心的 A 区、B 区、C 区、

外科大楼、门急诊楼均用于收治新冠肺

炎患者。截至 4月 23日，仍有千例左右

患者在院接受治疗。

“我们收治的患者可以用 4 个字来

概括，就是老、少、孕、重。”中心主任范

小红说，该中心收治的最高龄患者为

107 岁老人，最年幼的则是在院区内出

生的近百个“公卫宝宝”。

新冠肺炎患者诊疗如何做到“一人

一策”？范小红说，对于收治的每一位病

人，中心会进行快速评估，包括病情诊断

和病例分型，合并基础性疾病情况等，安

排院内相应的专科专家加入诊疗团队。

4 月 17 日，1 位 107 岁的高龄新冠

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截至 22 日，90 位阳

性孕产妇患者，成功分娩了 92 个宝宝；

3 月以来，累计出院 60 岁以上老年人

800多例。

上海市卫健委表示，正按照“集中

资源、集中专家、集中患者、集中救治”

要求，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组建多

支重症医疗团队，充实定点医院的救治

力量，“在治疗新冠肺炎的同时，对原有

的基础性疾病开展多学科治疗”。

666家重点企业
七成复工复产

4 月 18 日，上汽集团旗下整车、零

部件和物流企业等，重点围绕人员保

障、供应链保障、物流保障、封闭生产管

理和防疫措施等领域，启动复工复产压

力测试。

19 日，上汽临港乘用车工厂下线

了压力测试下的首台汽车，厂区又恢复

了生产景象。截至 23 日，这里已下线

了 700多辆整车。

“工厂对近 400 家供应商的产能、

库存、原材料等进行了全面摸底。如果

供应链能保持稳定，产能将逐步爬坡。”

上汽集团临港乘用车工厂总监陈培锋

说。

据上海市副市长张为介绍，近一周

以来，上海 666 家重点企业已有 70％实

现了复工复产。上汽、特斯拉等整车企

业连续实现整车下线。

当前，全国多地稳定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企业白名单制度正加快建立。其

中，共有 666 家在沪企业出现在工信部

设立的首批保运转重点企业白名单上，

覆盖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等重点行业。

据悉，上海市经信委已制定发布了

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

引。下一步，上海将滚动推进，以龙头

企业为牵引，以点带链，有序带动全产

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畅通“主动脉”“微循环”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货物通关和运

输效率有所降低，有些地方物流不畅。

近期，上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

导下，采取多项措施重建货流互信、提

升物流效率。

据悉，上海全力支持对长三角、全

国产业链供应链影响较大的企业群率

先复工复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挥国

际口岸、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心节

点等核心功能性作用，保障公路、铁路、

水路、航空综合物流“主动脉”和“微循

环”的畅通。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大力推广无接

触式大宗运输，通过强化集装箱“陆改

水”，推出涵盖洋山、外高桥各码头至长

江及长三角区域港口的水运服务。

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

司 副 总 经 理 袁 浩 介 绍 ，自 3 月 下 旬 以

来，中远海运已有 124 艘船舶挂靠上海

港装卸货物。通过“陆改水”“陆改铁”，

加强短途公路运输运力储备及保供力

度，以“短拖＋驳船”的“公水联运”模

式，缓解集装箱卡车紧张的问题。

近几周，长三角驳船货量增幅在

20％以上，长三角沿江班列重箱操作量

显著提升，同比增长近 80％，缓解了陆

路运输的压力。4 月以来，海铁联运日

均到发 1670 标准箱，较一季度平均增

长 25.8％。

即使在疫情防控最困难的情况下，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仍然持续稳定

发挥。4 月份，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日

均仍超过 10 万标准箱。上海两大空港

入境航班执行率 78.7％；浦东机场共保

障 货 运 航 班 2309 架 次 ，日 均 约 100 架

次 ；进 出 港 货 量 8 万 余 吨 ，日 均 货 量

3500吨左右。

努力缓解
购物难、购药难、看病难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说，受疫

情影响，一段时间以来，上海线上购物

难的问题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卖

骑手被封控在小区里，一些大仓因防疫

要求暂时关闭。“现在上海正在努力打

通堵点，在符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帮

助电商平台提高产能和运力。”

当前，上海努力推动电商大仓、前置

仓等商业节点网点应开尽开，并加强货源

组织，跨区域调配货源，优化服务模式。

截至 4月 20日，上海电商平台大仓

已恢复营业51个，非涉疫开仓率96.3％；

前置仓恢复营业 858 个，非涉疫开仓率

78.5％。在岗骑手约 20000 人。在江苏

苏州、浙江嘉兴等地的大力支持下，建立

了昆山中转站、平湖中转站以及沪昆通

行机制。截至 4月 20日，两个中转站以

及沪昆通行机制共往返送货 1686车次，

调拨各类生活物资回沪1.47万吨。

同时，上海正努力推进超市卖场等

重点保供企业门店恢复营业。截至 4
月 20 日，重点超市卖场门店线上开业

1079 家 ，其 中 ，38 家 门 店 线 下 同 步 开

业。上岗员工数量约 1万人。

针对长期用药患者的“断药风险”，

上海国企百联集团旗下上海第一医药

围绕“保基本刚需＋供特药特需”，对社

区居民药品需求进行保供。

4 月 18 日至 21 日，第一医药 34 家

已复工门店的线上线下订单量大幅增

长，线上订单量环比增长 155.34％。截

至 4 月 20 日，第一医药 i 百联“药到家”

已履约市民急缺药品需求 4354单。

疫情封控之下，互联网医院成为百

姓求医问药的重要渠道。为此，上海努

力打通互联网医院配药瓶颈。同时，协

调上海邮政、上药集团为患者和养老机

构提供送药服务。同时，推进零售药店

“应开尽开”，完善社区“代配药”渠道，

探索“健康云”平台配药模式。

努力让公共服务转起来

疫情防控期间，尤其是实施封控管

理以来，上海的生活垃圾清运处置遇到

困难。

“在居委会的组织下，广大物业从

业者、志愿者辛勤付出，基本保障垃圾

及时驳运至小区垃圾箱房。”上海市绿

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说，虽然环卫一

线作业人员到岗率只有约 46％，但在

岗的环卫作业人员加班加点，保障垃圾

及时清运处置。

上海虽然“慢”下来，但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仍在努力运转。

在城市运行方面，电力、申能、申

通、城投等集团有力保障了城市供电、

燃气、交通、垃圾清运等重点环节运行

安全有序。

4月初以来，国网上海电力4000多名

员工日夜在岗，确保城市电力充足供应，

电网平稳运行；申能集团总计近 2600名

运行、检修维护和后勤保障员工入住厂区

在岗值守，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输送光明和

温暖；上海城投及时增配运输车辆和作业

人员，确保涉疫垃圾不过夜……

出于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上海

地铁仅有 6 号线和 16 号线两条线路提

供运营服务。4 月 22 日，上海地铁总客

流为 0.15 万人次。虽然乘客寥寥，但

“地铁人”仍坚守一线。

援沪队伍在扩大

在上海花博园复兴馆安徽方舱医

院 A 舱，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

院）心血管内科医生陈鸿武已忙碌一

天 。 可 一 想 到 还 有 80 多 位 患 者 在 等

着，他稍作调整，继续巡视。

“ 在 这 里 ，我 们 就 是 患 者 的 主 心

骨。”他说。

陈鸿武是无数援沪医护人员的缩

影。进驻方舱、核酸检测、收治病患……

大批外省援沪医疗队分批来到上海，为

上海战“疫”伸出援手。

核酸筛查是落实“四早”的关键举

措。在检测力量上，一方面，上海市通过

气膜实验室、移动核酸检测车等方式，增

强了核酸检测能力；另一方面，上海在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的协调帮助

下，通过接受外省市援建、向兄弟城市送

样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了检测能力。

目前，全国调集了近 5 万名医务工

作者和核酸检测的力量支援上海。长

三角三省及其他兄弟省市累计派出核

酸采样和检测人员 10 余万人次，同时

指定数十家定点医院和机构承担了上

海外送样本检测任务。

目前，上海市单日最大检测能力达

到约 500 万管，同时配置了 2000 余辆样

本转运车，加快样本转运速度。

（记者：齐中熙 周琳 周蕊 严赋憬
贾远琨 龚雯 有之炘 袁全 许东远）

（新华社上海4月23日电）

——上海战“疫”进行时

关键阶段的关键攻坚关键阶段的关键攻坚

此时此刻，无论身在上海还是别处，
人们都盼着疫情早日清零，盼着上海早
日解封，盼着这座城市早日回归正常。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到了攻坚关键
阶段，一些积极信号正在显现：

金山区和崇明区20日达到社会面
清零目标；

方舱医院出院数与入院数正实现
正向循环，每天都有大量患者康复出
院，包括107岁的老人；

上海核心功能一直保持运转，近一
周以来，上海666家重点企业已有70％

实现了复工复产；
物流堵点正在打通，群众生活物资

供应正在改善……
但同时要看到，上海疫情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阳性感染者已突破40万例，
重型患者、危重型患者和本土死亡病例
数量仍在增加。

胜利的曙光已在隧道尽头出现！
困难与希望同在，越是困难时刻，越要
坚定信心。

要让希望生长，就要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继续做好转运收

治、隔离管控工作，尤其是老年感染者的
转运收治工作，加强重症、危重症患者的
救治护理，千方百计降低病死率。同时，
要满足新冠之外患者的正常就医需求，在
市级层面进行统筹协同解决“看病难”。

要让希望生长，就要保障好居民基
本生活。寻着群众的急难愁盼深入基
层一线排忧解难，解决生活供应“最后
一公里”“最后100米”的问题。

要让希望生长，就要关爱一线工作
者。疫情防控是场大仗硬仗，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干部、志愿者

是支撑上海抗疫的“长城”，是与病毒作
战的平凡英雄。

要让希望生长，要紧紧依靠群众，打
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作为身处上
海的一分子，在疫情防控中严格自律、积
极配合，就是为抗疫作出巨大贡献！各级
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团结群众，并肩战
斗，在各地支援力量的帮助下，坚持到底。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能胜利！
坚持一定胜利！

上海，加油！
（新华社上海4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吴振东

上海上海，，加油加油！！

上海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司机冯守光把血透患者和家属送回家（4
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在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急诊抢救室，医护人员在忙碌（4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4月23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一家书屋，家长带着孩子在阅读图书。
当日是“世界读书日”，人们走进图书馆、书店、农家书屋等场所，享受阅读
带来的快乐。 新华社发（徐宏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