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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经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编
者
按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梅陇镇为落实好中央和市、区决策部署，
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统筹兼顾、科学调度，坚持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
手抓两不误，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镇党群办﹝宣传﹞）

人员到、防护到、资金到 政府、企业双双亮出“真金白银”

武汉方舱医疗队吃上了来自梅陇的 10万份盒饭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需要，防护用品产能面临极大挑战。
为了能在这个特殊时期贡献力量，
翔梅公司园区内的上海任虹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勇担行业责任，不计成
本，全力转型生产防护用品。
2月 11 日，区委常委、副区长

沈军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冬发，
副镇长任伟萍的陪同下，到任虹公
司走访调研并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此前，任虹公司向闵行区光彩事业

认缴 5000 元，向梅陇镇一线防疫
工作者捐赠 500 个面罩，向翔梅公
司捐赠 100 个隔离面罩、100 套防
护服，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走访当天，沈军询问了企业生

产情况。任虹公司总经理俞超表示，
在区、镇和翔梅公司的关心指导下，
企业得以提前复工。公司产品之前限
于民用，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
行业的一些布料配套用品，没有医疗
备案。“疫情发生后，我们发现一些

现有的设备就可生产防护面罩，是不
是能去申请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资
质？希望能更好地服务于一线医疗人
员！”连日来，看到一线防护设备的
紧缺，俞超总想做点什么。
沈军当即表示：在国家需要之

际，任虹公司主动担起企业社会责
任，这样的精神值得称赞。她要求梅
陇镇对接区经委尽快办理。陈冬发
和任伟萍表示，镇政府将全力支持
企业生产。当天，翔梅公司负责人立

即对接区经委。
2月 12 日，区经委对接市场监

督局、药品医械所。2月 13日，市场
监督局、药品医械所等领导到任虹
公司现场办公，实地查勘生产线，了
解工厂产能，帮企业列出所需的申
请材料清单。连企业自己都没能考
虑到的问题都一一得到妥善解决，
转产需要的条件逐步具备。
在区、镇领导的多方关切下，2

月 14 日，任虹公司在短短 4 天后

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当天，企业便开
始生产隔离面罩，日产量 2 万个。
随着工人陆续返岗，预计日产量最
高可达 5万个。
翔梅公司将继续加强与园区企

业对接，在确保企业严格落实复工
防控有关要求的前提下，协调帮助
企业解决存在的困难，争当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的金牌“店小二”，营造
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为
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当好“店小二“，助力企业快速转产防疫物资

得知很多武汉医务人员平时午
餐、晚餐以泡面、面包为主，单调而
缺乏营养，“便利蜂”便利店提出向
武汉 19支方舱医疗队无偿提供 10
万份盒饭。然而，由于受疫情影响，
许多食品生产企业面临人手紧缺的
问题，如此紧急又高强度的任务谁
能够接手呢？
这时，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老

伙伴”———上海片江食品有限公
司。片江公司由梅陇城投公司管辖，
是一家食品加工企业，主要为“罗
森”“便利蜂”等便利店配送盒饭、
饭团、寿司等冷藏膳食。2月 17日，
“便利蜂”便利店将该想法告知了
片江公司，公司一口应允了下来，随
即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工作中。
此前，梅陇城投公司已针对企

业“复工潮”制定了一系列风险防
控措施，按园区划分岗位、由分管领

导负责、党员志愿者组成
的“三人小组”入驻园区
指导企业有序复工。得知
片江公司的情况后，梅陇
城投公司在原有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增派专人指
导企业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以最高的防护标准确
保企业安全生产。
2 月 18 日，片江公

司就生产出了第一批
2000 份色香味俱全的营
养午餐，2 月 19 日，这批
盒饭就火速送达到了方舱医疗队人
员的手中。许多医疗队成员吃后都
竖起了大拇指，反馈说这个盒饭非
常好吃。前方强烈要求企业增产，继
续为方舱医院提供盒饭。
据悉，片江公司之前运输盒饭

使用的基本都是方便反复使用的塑

料箱，此次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特地换成了成本较高的一次性纸
箱，企业方面表示，为了大家的安
全，这钱花得值。“这都是我们该做
的，病毒当前，我们企业应当出一份
力，我们坚决不涨价。”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道。

片江公司共有员工
253 人，目前有近 200
名员工已正常上班，公
司在生产安全方面花
了大力气。在接到疫情
防控通知后，公司第一
时间制定了员工告知
书和疫情期间管理方
案，涉及应急物资管
理、办公场所管理、宿
舍管理、会议管理、访
客管理、外来运输车辆
及随车人员管理、食堂

管理、疑似病例应急处理等诸多方
面，并组织开展线上线下的广泛宣
传和全员学习。
公司要求每一位员工注册“随

申码”，“随申码”显示为绿色的员
工才能进入厂房。公司组建了 7人
为一组的疫情防控小组，轮流在园

区大门处引导进厂员工，进行体温
检测和防护措施检查。公司还采购
了 2台专业的血氧检测机，定时定
点为员工进行血氧含量测试；专门
设立了不适人员隔离室和发热人员
隔离室，一旦发现有员工出现不良
反应，立刻进行隔离，并上报至相关
部门。
除了以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外，片江公司也有暖心的一面：外地
返沪需要隔离 14 天的员工都可以
入住公司指定的酒店，一切费用都
由公司承担。住宿舍的员工需要补
充蔬菜、肉类等食品时，只要提前一
天申报，次日公司就会把新鲜食材
送到他们手中。“公司既然鼓励员
工不要到处跑，那也要负起责任，相
信只要大家的心在一起，就一定可
以早日走出困境。”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马上要开工了，有的建筑工人
还在居家观察，有的还没返沪，我们
拿出‘真金白银’，才能安心留住他
们。”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党支部书记王卫星表示。
作为一家总部位于梅陇镇曹行

村，年施工能力 500 万平方米以
上，专注于打造建筑精品的成长型
施工企业，家树公司总部在这次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与政府部
门携手，以“人员到、防护到、资金
到”为操作方式，实现了防控疫情
与公司发展同步走。

“兜底”保障
给工人吃“定心丸”

“建筑工人就是我们的生产力，
虽没有复工，但人员要先安排好，为
复工储备人力资源，确保复工不脱
节。”王卫星指出，“建筑工人流动性
大，在疫情期间留住他们，最直接、最
暖心的办法就是福利‘兜底’。”
对于返沪的居家观察工人，公

司不仅每月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
准支付待遇，还在园区内单独开辟

专用的隔离宿舍，提供餐饮服务，保
障返沪员工有“落脚点”，能吃上
“热乎饭”。对于没有返沪的工人，
通过排摸梳理，征询复工到岗意见，
约定返沪时间，并在外省市“宅家”
无法工作期间，给予每月生活补助，
提前“约岗”。
“在家没有收入，想着哪里开

工了，我就先去哪里工作。但家树给
了我们‘兜底’保障，我们不用冒着
感染的风险去工作，就安心等家树
复工。”建筑工人表示。目前，通过
以上两种方式，家树各工地项目部
已储备到 2000 位员工，还在继续
暖心招募中。

扶持资金提前兑现
为公司发展“加道菜”

家树公司总部的“兜底”保障，
一方面源于公司自身实力及长远的
发展眼光，另一方面，政府给公司
“加了一道菜”———提前兑现扶持
资金。
按照往年，党委、政府会按照纳

税情况给予资金扶持，一般都要 5、

6月份到账。如今，疫情当前，特事
特办，根据闵行区《关于全力防控
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兑现财政专项
扶持资金，对符合各类政策要求的
企业在一季度内优先予以兑现相关
财政扶持资金的要求，仅仅半个多
月的时间里，梅陇镇党委、政府早谋
划、早行动，通过与区财政的沟通对
接，采取“先兑付后补材料”的方式
第一时间将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扶
持资金兑现到企业手中。
“扶持资金提前兑现，而且申

请手续可以后续补办，让我们集中
精力做好防疫和复工准备，党委、
政府的举措很贴心。”王卫星感慨
地说。目前，扶持资金 400 万已经
兑现，充实到家树公司总部的“资
金池”中，更有利于公司特殊时期
的经营运作。

关怀备至
有序返沪“双到位”

家树公司总部所在的园区有一
处人才公寓，平时，员工白天在办公

楼上班，晚上入住人才公寓。在这
次疫情当中，独门独户的人才公寓，
加上食堂单独打包配送饭菜，以及
专门设计的出门单，全方位的一道
道关爱及服务，联系起了居家观察
员工与公司的心。
关爱与服务的背后，是公司管

理者的周到考虑。1月 27 日，公司
高层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防
控小组，并于 1月 29日、30 日两天
返沪，先行居家观察 14 天后到岗，
他们就是公司运转的“大脑”。与高
层领导同步到岗的，还有防护物资，
5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1 吨酒精、
100 个测温仪、84 消毒液等，除保
障行政楼及人才公寓防护需求外，
其余的都调配到各个项目工地上，
确保每个项目部能储备 10 天的防
护量。
2月 15 日，公司提出了复工申

请，2月 17 日获批后，公司总部正
式开始工作，公司启动复工证明的
开具工作，引导分支机构管理人员
陆续返工。优先保障自驾车的返沪，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及重点地区人员
则提醒暂缓返沪，并在宿舍门上张

贴封条，加强日常巡逻。
“公司总部所在的曹行村给了

我们很大的帮扶，指导开展防疫工
作，从方案拟定到门岗管控，以及防
护物资的配给，全方位地给予我们帮
助。”王卫星表示，“我们党员要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两新’支
部书记，我在党员群众发起了号召，
‘每位党员要在左胸上佩戴好党徽，
是先锋，是力量的最好表现’。”
据悉，家树公司总部还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慷
慨解囊，加入到慈善捐款行列中，向
梅陇镇慈善基金会捐款 10 万元，
向闵行区企业家协会捐款 6 千元，
累计捐款 10 万 6 千元，支援疫情
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