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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江玉秀路上的左袋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三楼办公区，
负责动画质量检查的陈瑞，正
在和同事们对成片做最后的风
格统一检查；离它9公里的上海
回天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章锋开心地宣布，下游的各大
汽车制造企业也已复工，车间
可以放心开足马力了；在上海
嗨酥食品有限公司，工人从隔
壁消毒车间内搬出了新出炉的
鲜肉月饼、萝卜丝酥饼，热情地
招呼客人吃。

三家企业，分别从事文化、

高科技新材料、食品制造行业，
回天新材料是业内知名的大企
业，其余两家则是更普遍、更常
见的中小微企业。他们的共同
点是，“已经喜迎全面复工”。

左袋文化总经理于新告诉
记者：“我们整个2月份都响应国
家号召，所有人在家隔离、线上
办公，3 月初才开始陆续复工。
目前除了最后一两位还没出14
天隔离期的回沪员工，其余人都
已来公司上班，复工率大概在
90%吧。”

回天新材料的董事长章锋

也透露，自己是“楚商”，所以家
乡有难，公司早早就去支援了雷
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我们
之前车间只有20-30%的生产率，
不过现在随着疫情的缓解，已经
全员到岗二十来天了。”

嗨酥食品曾经因为各大酒
店、餐厅、航空公司客流趋零、冷
链物流公司没有司机等相关链
条“断裂”而不得不暂时停工。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曹哲慧邀请
媒体参观了他们的生产车间。
记者看到，几十名工人正在流
水线上处理灌汤包、萝卜丝酥

饼等。“我们有六十多名工人，
分早晚班，早班的人刚下班，”
他介绍说，“现在餐饮行业在逐
渐复苏，我们的客户比较多，加
上自有餐饮品牌，所以目前的
生产能力，大概是恢复了8 成，
还会逐渐上来。”

这家公司曾是两届进博会
新闻中心的点心供应商，记者对
他们的各种中式点心，都颇有感
情。更何况，民以食为天，他们
的复工可能更有象征意义——
出来吃饭的人多了，就是上海经
济生活恢复活力的标志之一。

政府扶持给复工企业
“信心上的保障”

危机变好事
逆势迎机遇

嗨酥食品：
政府惠企政策好

在采访中，三家企业都表
示，能够迅速、有序地复工，政府
的扶持功不可没——它不仅仅
是政策和资金上的帮助，还给了
企业“信心上的保障”。

曹哲慧说，疫情一度让企业
们恐慌，但“上海28条”一发布，他
就感觉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都不
用说其它扶持了，仅仅是延缓社保
的缴纳一条，就已经很好了，给了
我们缓冲的时间。此外，区里面也
出了‘松江26条’，扶持得很有特
色，其中就有‘店小二服务’，现在
很多事都是政府上门来帮忙代办、
解决的，是很好的惠企政策。”

于新也很感慨。在危机发
生后，松江相关政府部门，一直在
鼓励他们积极申请市区各类文创
扶持资金，并给予一些必需的采
购订单，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既扶
持了企业，又增强了市场活力，推
动了整个链条的复苏。“我们的办
公大楼，是私人产业，不属于国
有，但是松江区方面，一直在积极
帮我们协调房租的优惠和延后
等，减轻我们的压力。”

早在疫情发生之前，上海整
体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就将营商
环境的优化，提上了极高的高度，
一网通办的便捷度，屡屡获得企
业界的点赞。章锋的企业，就因
为上海的企业服务环境“堪称全
国最好，没有之一”才扩张了，“这
次疫情，上海除了28条政策，我
们很紧张的时候，政府带着口罩、
消毒剂上门，来了解我们的情况，
看是不是受到了大的影响，这一
点，就特别暖心。”

复工，并不代表危机已经彻
底消除，疫情一天不散，压力就
始终存在。然而，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三家企业都在积极探索如
何从危机中寻找机会，来完成保
量甚至增长、弯道超车。“我们的
产品原本有很多国际竞争者，很
多人分食这块蛋糕，但现在只有
我们一个人吃。”章锋说，回天需
要做的，是在这次危机期间，增
强客户信心，并抓紧“囤积”人
才。

回天新材料的陈列室大门
口，有几个大字“中国最大胶粘
剂研发制造商”。事实上，作为
应用广泛的产品，他们服务的
客户既有造火箭的中国航天、
各大汽车制造商，也有华为、中
兴这些科技新贵，以及常见的
民用包装材料等等。“我们一开
始当然也很担心，不知道疫情
的发展嘛，但随着国内控制住

了疫情，我们的危机也变成了
好事，反而迎来了逆势而上的
机遇。”

他透露，原本他们的国际对
手有美国、日本等公司，“但现在
他们要留在本国处理疫情，我们
民族品牌就让大家发现，原来本
土公司技术也好，还安全，市场
份额就上来了”；此外，疫情造成
了一些行业人才资源释放，“原
本我们想挖还比较难挖，现在他
们主动找上门来了”。他骄傲地
说，回天新材料每次都是在外部
大环境不好的时候逆势而上，

“危机关头，要看企业自身，准备
好了，危机就能成为机会。”

于新也有同样的感觉。她
领导的左袋文化是一家创作型
动画公司，专注于内容开发与创
作，与法国、英国、西班牙、马来
西亚等国家，与迪士尼、万达、优
酷、腾讯等大型公司保持长期深

度合作。旗下原创动画《艾米咕
噜》是中国首部入选荣获法国戛
纳电视节MIP JOUNIOR全球选拔
冠军。

“疫情当然会带来国内外市
场的巨大变化，比如很多合作方
的回款变慢。我们也在积极自
救，为此我们迅速调整了思路，
进行了非常时期的业务转型，”
她说，之前公司以中长线的长期
项目为主，现在则投身于转型周
期较短的若干小项目，包括校园
停课造成的大量儿童观众长居
在家的现状，“我们在内容保持
它的娱乐性的同时，也融入更多
的户外大自然的科普知识。我
们做了快速的转型和准备，在两
个月内就推出了包括《神奇的动
物》《神奇的自然》《神奇的植物》
等相关系列片，是40多集的短片
系列。”

此外，结合市场对口罩等产

品的刚需，他们也和科技公司跨
界合作，共同推出了以动漫IP授
权和结合科技产品为主的儿童
防护口罩，相关的一些更多的科
技产品，现在正在研发和筹备当
中。“危中有机，我觉得左带不仅
相信我们可以渡过困难期，而且
还会发现更多的发展的机遇。”
她说。

即使是“不愁客户”的嗨酥
食品，也在这次疫情危机中，尽
快地尝试了各种新方向，做足
了应对危机的功课。“除了原来
供应的这些渠道，我们自己也
开出了自有门店品牌，此外，我
们先后和盒马鲜生、叮咚买菜、
有菜网甚至网红薇娅直播等网
络电商平台进行业务的磋商与
接洽，以此来创新我们的整体
的一个营销模式，努力寻求抗
疫新形势下我们的线上合作。”
曹哲慧说。

国内疫情初步控制住，复工复产成为上海近
期的关键词。但复工不是简单的重新开工，面对
市场新形势，如何转“危”为“机”，已经成为众多受
疫情冲击的企业关注的话题。青年报记者4月1
日下午驱车一百多公里，实地探访了松江三家规
模不等、领域不同的企业，试图给出一些参照。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从小年夜起，上海闵
行区莘庄和普青少年服务中心
（简称“和普公益”）听闻武汉传来
最美逆行者缺口罩、缺防护服等
消息，决定要为这些英雄做些事
情，他们联手公益伙伴，用各种方
式建起防疫之墙，筹集到了总价
值近30000元的口罩、隔离服等稀

缺医用物资，及时捐赠给武汉和
上海的一线医务人员，在这场人
民战“疫”中，展示着公益的力量。

训练营 给孩子抗“疫”力量
和普公益伙伴——爱阅飞凡

英语发起了《抗议闯关训练营》爱
心公益活动，引导孩子积极看待
疫情，以打卡的形式召集小学员
共同传递正能量，赢取公益金。

制徽章 正能量义卖筹资金
在这次抗疫大集结中，Pur-

ple U Pins设计工作室联合和普
公益筹划了一场爱心义卖，希望
集资帮助在疫情第一线艰苦作
战的医务人员和一线工作者。

总动员 群策群力送物资
和普公益步履不停，他们曾

协助万纳普（上海）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购买 100 套隔离衣和
100 副护目镜（价值 20000 元），
寄送至武汉抗疫一线人员手中；
协助清关近万个3M口罩捐赠给
湖北、上海/浙江医院；协调中欧
商学院捐赠100件隔离服送至武
汉金银潭医院；协调方颛泓（上
海）测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必
维申美商品检测有限公司捐赠

6000副医用手套送至上海闵行
中心医院。

助海外 共建心理防御墙
和普公益组织了iwill专业

志愿者海外社群联合行动，以
iWill中国武汉社区“三社三师”
的抗疫经验，为海外华人提供新
冠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社区志愿
服务保障。

为最美逆行者护航 和普公益抗疫总动员

回天新材料：在外部大环境不好时逆势而上

左袋文化：3月初陆续复工，复工率已达90%

左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员工在设计动画。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