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的上海，沿路树木枝繁叶茂，各工厂

园区繁忙有序。全力复工复产的上海经历了

什么？进展如何？连日来，记者带着问题深入

走访了餐饮旅游、外资外贸、创新创业等各个

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大

中小企业的困难，看他们如何共同守护上海这

座超大城市的经济生命线，让大上海热气升腾

起来。

再难也要咬牙挺过去

进口清关、办证、查验、仓储发货⋯⋯各个

环节都在坚守。两个多月的上海抗疫期间，在

上海展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部分仓储部门员

工吃住在企业仓库里，力保紧急医疗设备备件

不断供。

“确实特别难。该交的租金不能少，员工

的工资不能少。而且对于我们物流行业来说，

最近国内外物流成本都在提高。”上海展通国

际副总经理裘俊浩告诉记者，“在这种特殊情

况下，让企业活下去，让员工有活儿干，就是作

贡献。在目前清关和出库运输均面临挑战的

情况下，我们团结一心，全力以赴确保供应链

稳定畅通。”

“不裁员、不纳新，公司打算搬家，换个租

金便宜的小地方。”上海一禾高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创始人李晖坦言，作为文化创业公司，要

直面很多困难。“有些需求，错过了就没有了。

就好比我 3 个月没理发了，复工复产后也不可

能一个月理 3 次。”李晖说，在过去两个月里，

很多业务一拖再拖，最终导致客户把业务转给

了其他公司。“最令人挠头的还是房租。我们

租的都是民营物业，如果减租，估计双方一起

抱头痛哭，大家都很难。”然而，李晖并没有就

此灰心，“上海市场这么大，总有回旋余地，办

法总归比困难多。”

“大家面对的困难差不多。”上海江东书院

创始人韩可胜同样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利用暂

停的 3 个月，这家书院仔细梳理了内容，瞄准

了发展新方向。记者了解到，疫情期间，封闭

在小区的韩可胜与部分同事非常忙碌，一边为

重启后的文化活动做准备，一边研发了系列传

统文化课程。其中，节气、诗词、戏曲、非遗、科

普等课程受到一致好评，仅学习强国“节气解

读”专题，今年的阅读量就超过了 2500 万。“我

们积累的传统文化优势过去以活动来表达，今

后将以课程来表达，化不利为有利，积极迎接

挑战。”韩可胜说。

“将粽叶折成三角、填糯米、塞肉、封

口、捆扎⋯⋯多练几次你们就出师了。”端午

节期间，沪郊朱泾镇待泾村的“享莱乐”康

养民宿逐渐热闹起来。“疫情难免对旅游业产

生冲击，但随着疫情稳定，在落实好防疫措

施的同时，我们积极做好准备，迎来一波客

流小高峰。”“享莱乐”康养民宿总经理助理

王凯告诉记者。

王凯的乐观有据可依。来自携程的数据

显示，5 月 24 日至 5 月 31 日，通过携程“在线加

盟”平台加盟的民宿环比增长超 10%。截至端

午假期首日，过去一周内上线的民宿已有近

90%的商家产生订单，部分民宿完成加盟上线

后当天即接到了订单。

“肯定会迎来我们的春天。”携程研究院行

业分析师方泽茜表示，作为上半年最后一个小

长假，端午旅游的各种利好信息提振了市场信

心。随着多地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尤其是上

海、北京两大客源输出地有序推进文旅产业恢

复开放，加之跨省游熔断精准到县的利好政

策，旅游业总体形势逐渐好转。

把前期的损失抢回来

家住上海安亭镇的曾艺如是一名生物实

验室科研人员。6 月 2 日一早，她来到上海鲁

一细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正式重启暂停了

2 个多月的实验项目。“拿起移液枪，久违的那

种感觉涌上心头。”曾艺如说，受疫情影响，实

验室只能保证日常运维。

“我们计划从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原代细胞

开始，复苏培养至第四代，其中的收集传代过

程由 2 名至 3 名技术员负责计数、消化、种瓶和

冻存。整个研发进度需要培养约 100 亿个细

胞，按照进度一个周期 16 天。”该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于鲁坤说，公司决心要把被耽搁的

周期尽快抢回来，计划 3 个月内完成所有中断

的工作指标。

必须和时间赛跑，越是困难越要比拼企业

的韧性。“突发疫情让我们措手不及，但作为一

家总部在上海的平台企业，我们坚持员工不降

薪，工资准时发。”找钢网创始人兼 CEO 王东

表示，复工复产伊始，他们就决定展开招聘工

作，计划招聘 100 名应届毕业生。“相信疫情后

的上海仍然是干事创业的热土。”王东说。

“生产一线员工总共 70 人，目前已到岗 36

人，基本恢复了一半产能。”上海上源泵业制造

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孝恩告诉记者，他们专注智

慧水务二次供水细分领域，随着复工复产加快

推进，上游配件供应商陆续复产，上源泵业的

供应渠道越来越顺畅，预计 6 月份能恢复九成

产能。

修复产业链，接续业务线，全力弥补过去

两个月的损失，全力寻找未来的新可能，聚焦

细分赛道加速奔跑。这已经成为“专精特新”

企业的共同选择。

“我们公司主打汽车散热，针对不同车型

研发生产不同的车用散热产品。疫情期间，我

们不缺订单，但缺原料、缺箱柜。”上海德朗汽

车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庄叶萍告诉

记者，面对困境，上海金山区经委积极牵线搭

桥，联系上海整车生产商，帮助公司度过困难

时期。“政府给我们雪中送炭，让我们享受到申

报防疫消杀补贴、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等

优惠政策。”庄叶萍说，随着物流逐步好转，经

济循环大动脉更加畅通，他们公司的产能已逐

步恢复至 50%以上。

企业在全力奔跑，园区也在全力奔跑。随

着越来越多人员返岗，上海浦东的川沙经济园

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目前，在采取闭环

管理的同时，园区内已有 167 家企业陆续复产

复工，园内人数已超过 6000 人，总产能恢复至

40%。”川沙经济园区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卫忠

告诉记者，针对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园区正尽力协助解决。比如，在产业链、

供应链方面，协助企业保证通畅；在资金需求

方面，对接金融机构助其解决资金问题；在招

工需求方面，园区也将搭建平台，帮助企业解

决用工难、用工荒。“一句话，我们要把前期疫

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黄卫忠说。

“作为企业咨询行业，我们了解企业当前

的困难。越是在低谷的时候，越要与企业家们

一起寻找发展方向和契机。”撬动企业战略咨

询创始人姚荣君告诉记者，在此前的两个多月

里，他们公司咨询团队通过线上与企业家“屏

对屏”对话，分析当前难点与未来契机。“现在

上海全面复工复产，我们迫不及待地要跑出

去，跳进市场里，泡在企业里，在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企业找到春天。”姚荣君说。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扫描“场所码”、测温；采用“到店外带+在

线点、到店取”的无接触式点单⋯⋯6 月 3 日，

在阔别 2 个多月后，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星巴

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恢复营业。当天上午

9 点，星巴克中国首席执行官蔡德粦和上海烘

焙工坊总经理蓝若薇共同开启上海烘焙工坊

主门。

“在上海全面恢复的第三天，星巴克已有

近 600 家门店恢复营业。”蔡德粦表示，星巴克

未来将进一步加速上海门店复工节奏，继续建

设星巴克中国咖啡创新产业园，不断加码中国

市场投资，以切实行动来展现对上海、对中国

市场的信心。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座飘着咖啡香的

特大城市正在恢复往日的活力。

这几天，上海市政府连续召开两场外资企

业视频圆桌会议，传达出这样的声音——“深

耕上海的决心不变，继续看好上海、投资上海

的信心不变。”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首席代表许子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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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对不会离开中国市场，公司这两

年在上海有近 8000 万美元的投资计划。”卡博

特资深副总裁、亚太区总裁朱戟说。“我们百分

之百地支持复工复产，对上海经济的恢复充满

信心。”联邦快递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陈嘉

良也表示。强生公司副总裁阙非说，即便身处

疫情封控的困难中，他们还成功注册了一家新

投资公司，上海政府工作效率甚至比以往更

高。百事公司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副总裁张咏

清也表示，“企业对上海的投资信心依然很强，

会继续在中国投资。”

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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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批共 1525

家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比约 65%，企业复工

率约 62%。

不久前，一场由上海浙江商会召集的多达

400 人的线上研讨会，同样传递出各个行业企

业的信心。

“困难让我们成长、团结，让我们在不断变

化的疫情和资源暂时短缺面前，多了一份理

解、耐心、勇气和守望。”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

陈爱莲表示，疫情过后企业要更加团结，全面

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今年 3 月以来，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严峻

考验。上海浙江商会在各家会员企业的帮助

下，发动志愿者参与社会运行保障和专项服务

4.21 万人次，调运紧缺物资共计 23.42 万箱约

743.81 万件，捐款捐物超过 1.45 亿元⋯⋯大家

都是命运共同体，无论抗疫还是复工复产，只

要是积极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向好发展的，我们

都要尽力而为。”上海浙江商会会长、均瑶集团

董事长王均金表示，要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克服

难关，稳住就业、稳住市场主体也就是稳住了

基本盘。

伴随着《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

方案》发布，企业家们看到了破解困局的希

望。在复工复产的驱动力之下，越来越多的企

业家迸发出强烈的发展迫切感和社会责任感。

“企业复工复产成本较高，降低成本、稳定

市场主体信心对于下一步经济恢复至关重

要。”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张毅告

诉记者，《行动方案》中的城市更新、五大新城

建设等一系列利好的配套举措，将为地产、建

筑等相关行业重新注入生机和活力。复星国

际副总裁祝文魁也表示，希望尽快出台《行动

方案》的配套措施和细则，打通政策落地“最后

一公里”。

“上下同欲者胜。”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在传递着同样的信

心。连日来，一直在视察企业复工复产的上海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一再坚定地表示：“上海

将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全面恢

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细致周密的工作

和扎实有效的举措，让如常的生活平稳回归，

让上海经济恢复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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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起，上海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复市。沉寂许久的上海正开足

马力推进经济恢复和重振。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多家企业，看看全

力复工复产的他们在经历着什么。

随着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静默”了两个多

月的广大市场主体逐步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沉寂的经济生活

也渐渐找回了原来的节奏。

如 何 把 失 去 的 时 间 找 回

来？如何最大限度弥补损失？

这是摆在企业面前的共同挑

战。令人欣慰的是，不少企业

都在上海全面恢复的第一时间

按下“重启键”，以饱满的状态

投 入 到 新 一 轮 城 市 发 展 建

设中。

事实上，大部分企业都经

历过武汉疫情的考验，对疫情

的复杂性、易变性、不确定性均

有一定预期。在本轮上海疫情

中，不少企业及时调整运作模

式，及时将可线上操作的业务

搬到线上，保证部分业务正常

开展；还有一些企业在武汉疫

情后，及时上线数字化系统，苦

练“内功”未雨绸缪，增强了企

业抗风险能力。

危 与 机 从 来 都 是 相 生 相

伴，尤其是在危机中，员工的斗

志更易被激发，企业的韧性更

易被锤炼，团队的战斗力更易

凝聚，企业也往往更加冷静理性地审视自身存在的问

题。比如，不少企业坚定瘦身，集中优势力量聚焦核心

业务，全力维护核心客户，确保企业业务基本盘稳定；

想方设法寻找新增长点，用更精准的营销和服务模式

拓展市场，提升运营能力；精打细算更合理地安排和管

理现金流，保证企业拥有能抵御 3 个月资金压力的生

存能力⋯⋯

总之，想要把因疫情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

回来，市场主体仍要在行动上快一点、再快一点，要坚

定信心毫不迟疑，以时不我待的状态争分夺秒往前

赶。相信随着疫情缓解、物流恢复，以及区域产业链协

同复工不断推进，市场恢复指日可待，活力四射的上海

即将归来。

六月一日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拍六月一日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拍

摄的街头景象摄的街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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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月月 11 日起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日起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市民在上海徐家汇公园游玩市民在上海徐家汇公园游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颖颖摄摄

66 月月 33 日恢复营业后日恢复营业后，，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

工坊员工呈现工坊员工呈现““九盏虹吸秀九盏虹吸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