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李子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面对疫情，多生产
一份防疫物资，就是为百姓和医护人员多提
供一重保护。

为服务保障全国疫情防控大局，作为工
业大省，山东提前谋划、周密部署，重点企业
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开足马力、应产尽产，全
力以赴保障物资供应，成为疫情防控医疗物
资重要输出地，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山东力量，展现鲁企担当。

加快复工复产———

生产线上，防护服缝制工通

宵加班赶工

2月4日，在位于枣庄的山东康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内，300多名职工正在流
水线上紧张作业。该公司是我省承担国家调
拨任务的主要生产企业之一，主要生产医用
防护服、医用外科口罩和防护口罩。自疫情发
生以来，所有员工全部自愿放弃春节休假，昼
夜奋战在生产线上。这几天，防护服缝制工吕
芳芳经常熬通宵加班赶工。“孩子还不会说
话，看到我就想哭，就想让我多抱会儿。”吕芳
芳说。

山东是医疗物资生产大省。由于春节员
工放假、企业停工停产、原材料供应不足等多
重因素叠加影响，及时恢复生产有一定难度。

但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为尽快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自1月28日起，省工信厅
相继向18家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派出24小时

驻企值守的督导组，采取“一对一”盯生产、“一对一”提产能、“一对一”
保运行的方式，建立特殊时期省级统一调度机制。

疫情来得突然，山东康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医用防护服胶条机告
急。得知消息后，省有关领导和工信部门安排连夜从菏泽和日照调运多
台胶条机，并联系外省企业紧急购买相关设备投入生产。

作为国家战略应急储备物资生产企业，自腊月二十八至今，日照三
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工人全员在岗，机器昼夜不停。他们的任务
是：自1月23日至2月10日，每日提供10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5万只医用防
护口罩，0 . 5万套医用一次性防护服供应湖北。

我省认真落实中央物资调配指令，截至2月1日，已累计向湖北调运
口罩661万只、医用防护服13 . 96万套、医用面罩11万只，医用护目镜4 . 5
万只。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政府工作人员驱车1600多公里取回“救命刀片”

原材料不足、无相关生产资质、核心部件供应不上……随着越来越
多的企业加入稳产保供行列，各方面挑战也持续增多，（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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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付玉婷
本报通讯员 姜玉泰 李志勇

根据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要求，2月3日起，我省涉及重要国计民
生的企事业单位已全面正常开工开业。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但只有保障好
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疫情防控才更顺
畅，抗击疫情的战斗力才更持久。统筹
考虑开工开业可能面临的各项风险挑
战，我省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各地各
部门迅速行动，全力以赴助力重点生产
企业安全科学复工复产，为战“疫”再

添战斗力。

防疫在前 复产在后

2月3日复工首日，启迪之星业务拓
展总监曹萌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一份
“防控大全”：“作为孵化器，我们对
接联系的企业多，整理了一份节后复工
疫情防控手册给企业提供指导。”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制定完善防疫
举措是复工的第一道安全关卡。省疫情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要求，复
工复产企业必须制定好相关方案，建立

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的疫情防控工作机
制，全面加强生产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而从几天前开始，全省各地各部门已经
开始加强舆论引导，多渠道宣传普及疫
情防护措施，引导企业顺畅复工、职工
安全返岗。

“坚持防疫在前、复产在后，集团
提出‘十必须、十全力’‘十个毫不放
松’的疫情防控要求。”山东能源集团
董事长李位民介绍。山东能源有员工16
万人，矿井遍布全国15个省区，点多面
广、人员分散，但煤炭生产供应对疫情
防控大局又发挥着重要作用。保证防疫

安全的前提下，山东能源努力将疫情对
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几天前，下属各
企业已紧锣密鼓展开各项筹备，在山东
能源新矿集团孙村煤矿，近40名党员干
部对辖区内3个小区5100余户进行区域
划分，逐户排查、全员布控，打造全方
位疫情“防护网”。

目前，山东能源已组织新巨龙、唐
口、梁宝寺、陈蛮庄、付村等煤矿恢复
生产，合理调配有限煤炭资源，对电煤
尤其是告急的电厂应供保供，并且将不
计得失地为疫情严重的地区提供支援。

（下转第四版）

山东确保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不误

重点生产企业安全科学复工复产

□记 者 马景阳 刘磊
通讯员 朱玉友 报道

本报淄博2月4日讯 对救护车进行
严格消毒、通风，更换新的防护服……严
格执行完“转运”规定动作后，来不及休
整，转运人员便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地
点。

2月2日下午4点，随着淄博高新区完
成对最后一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患者密切接触者的顺利转运，区域内全
部51名一代、二代密切接触者均在两处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得到了妥善安置。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汹汹来袭，“防”
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中之重。

疫情发生后，淄博市委、市政府超前
谋划、科学决策，在全省率先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此举有效阻隔了病毒蔓延
扩散的最大威胁——— 传染链，大大减轻
了人民群众感染风险，为疫情防控抢得
了时间、赢得了主动。

1月29日晚，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就
主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处置工作专家会商会。根据专家意见，市
委、市政府决定将区域内全部一代、二代
密切接触者集中到各区县的隔离医学观
察点进行妥善安置。

为做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淄

博市及各区县（功能区）克服困难，制定
了严格的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工作流
程，就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的范围、场
所的管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流程和
督导及隔离对象的心理危机干预等问题
进行了严格明确的规定。

经过3天的“三级督导、四级联动”督
导，淄博市各区县（功能区）已经形成了
高效运转的“排查—追踪—集中隔离—
医疗和生活保障”的集中隔离工作机制。
截至2020年2月4日17时，全市共选址集
中隔离场所27处，验收26处，已验收启用
20处，已验收备用6处，待验收1处；27处
隔离场所提供隔离间共1704个，其中启
用隔离间1095个，备用隔离间609个；1月
31日以来密切接触者累计176人，已解除

隔离12人；现全市管理密切接触者共164
人，全部集中隔离。另外，还有密切接触
者的密切接触者468人，已安排专人跟踪
管理，随时掌握情况。目前，各隔离点隔
离观察人员均体温正常、身体状态良好，
对隔离观察表示理解并积极配合。

集中隔离，隔离的是病毒，不是隔离
关爱！淄博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方
案和实施方案均要求对密切接触者要有
人文关怀，除配齐衣、食、住等必备用品，
还要根据对方需求、宗教信仰等调整饮
食口味，增加饭菜种类，增装电暖气，全
方位保障其生活质量。不仅如此，隔离点
还会密切关注他们情绪变化并做好安抚
工作，并提供线上线下心理干预服务，必
要时心理咨询师会根据实际情况疏导。

率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淄博隔离利剑斩毒链

□ 本报记者 杜文景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省企业带来不
同程度的影响，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中
小企业尤为明显。“除了工人的工资，还
要维持企业正常运作，最要害的是几乎
没有了销售收入，资金链相当吃紧。”近
日，多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反映。

2月4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
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
称《意见》），从强化金融支持、减轻税费
负担、降低运营成本、加大稳岗力度等4
个方面，提出20条马上能落地、能见效的
应急政策举措。《意见》适用于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4部门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确定的中小企业，有效期暂定3个
月。

“疫情导致中小企业周转速度放慢，
固定成本照付、工资照付必然带来资金
链条紧张，成本费用激增。”省宏观经济
研究院投融资研究所所长迟泓认为，20
条政策的出台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中
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关注与关怀，是及时
雨，更是精准施策，“政策涉及资金、费
用、成本、用工，是在疫情防控中作出贡
献的中小企业最关注的生存问题。每项

政策都能够具体落地，有措施、有要求、
有时间、有牵头部门，对于企业来讲能够
更容易地找依据，对标准，是实实在在的
扶持优惠。”

发展资金是中小企业的“命门”所
在。金融支持方面，《意见》要求，今年省
内各银行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新
增贷款规模不得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银行机构
对到期贷款予以展期或续贷；降低信贷

融资成本，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
资成本低于去年同期 0 . 5 个百分点；降
低对疫情防控相关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
费率，省投融资担保集团对合作担保机
构在疫情期间办理符合备案条件的小微
企业担保项目，减按 50% 收取再担保
费；中小企业应急转贷基金使用期限可
延长至 1 5 天，应急转贷费率由每日
0 . 1% 降低至 0 . 08% 以下。

同时，为中小企业减轻税费负担，降

低运营成本。因疫情影响遭受重大损失，
纳税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确
有困难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减征或者免
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不能按期缴
纳税款的，可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
3 个月。可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
伤保险费，缓缴期最长 6 个月。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
房产的中小企业，可以减免或减半征收
1-3 个月的房租。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
的中小企业减免租金的省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示范园区，给予最长 3 个月的运
营补贴，补贴标准为减免租金总额的
30% ，最高 50 万元。小微企业可申请最
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对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用气、用
水等，实行“欠费不停供”措施。港口原有
免费堆存期基础上，再延长 30 天。

稳岗政策方面，《意见》提出，对不裁
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
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面临
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
可按 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
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将失业保险金标准
上调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90%。阶段
性延长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

我省20条措施力挺中小企业渡难关
◆应急转贷费率由每日0 .1%降至0 .08%以下 ◆经核准减征或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 本报评论员

连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这
场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阻击战中，鲁鄂两省同舟共济，携手同行，
传递出“鲁鄂一家亲”的人间大爱，谱写了一曲患难与共的抗“疫”壮歌，
成为全国上下凝心聚力、众志成城阻击疫情的生动缩影。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
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为我们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坚
定扛起大省责任担当，一手防控省内疫情，一手支援疫情重地，是山东
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是坚持全国一盘棋的重要一环，对打赢疫情防
控这场硬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省之“大”，大在胸怀格局。疫情发生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从全国大局出发，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全力防输出，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防止流到外省；认真落实中央物
资调配指令，调集优质资源力量，接续向湖北调运大批医用物资；全力
做好向北京、上海的蔬菜供应工作，确保供应充足、运输通道畅通。在这
场严峻的疫情面前，山东胸怀大局、立足全局，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不
计得失，举全省之力迅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展现出“全国一盘棋”
的大局意识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大省之“大”，大在责任担当。疫情当前，亿万山东人民全面动员，全
力驰援，调集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为生命接力，为湖北加油。从大
年初一开始，先后派出三批援鄂医疗队；春节期间，相关生产企业加班
加点、开足马力，保障疫情防控所需物品生产……从一份份请战书、一
枚枚红手印，到一笔笔救济款、一批批支援物资，汇成一股心系湖北、关
爱同胞的情感暖流，充分彰显一个大省的责任、担当与作为。正是这份
守望相助的真挚情感，带给湖北群众无限的温暖、莫大的安慰；也正是
这种和衷共济的强大力量，给了我们战胜疫情、拥抱希望的坚强信心。

疫情严峻，战斗正酣。当前，确诊人数仍在攀升，防控形势依然复
杂，正处于抗击疫情关键阶段。越是在紧急关头， （下转第四版）

同心战“疫”

彰显大省担当

□左丰岐 李菁 陈勇 报道
2月3日12点，200多辆满载煤炭的

车辆从兖矿陆续驶出驰援魏桥集团。近
日来，兖矿36000多名职工陆续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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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资金、设备、用工
等方面的问题，为重点企业复工复
产、扩大产能扫除障碍

对18家医疗物资生产企业采取“一
对一”盯生产、“一对一”提产能、“一对
一”保运行

建立应急运输优先保障机制，对
物资运送车辆核发绿色通行证。已有
55家企业取得绿色通行证

目前，我省涉及疫情防控

保障的重点调度企业已全面开工

复产，实行24小时不停歇生产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制定

完善防疫举措是复工的第一道安

全关卡。我省要求，复工复产企

业必须制定好相关方案，全面加

强生产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既谋眼前，更思长远。为缓

解企业压力，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

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山东

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政策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