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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为积极落实天津市21条惠企新措施，分类分批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天津市政务服务移动端“津心办”App进一步提升了企业法人办事服务，目前已实现市

级法人办事事项在线办理956项。其中，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为员工回企复工等事项可提供网上审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等事项可在线办理，方便了企业加快防疫物资生产；购电、报税等事项可在线

办理，为企业日常运转提供便利。近千事项实现“掌上办”，让企业享受到高效、便利的

服务，也为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供了制度保障，类似的创新做法值得点赞。（时 锋）

徐徐 骏骏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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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
□ 李予阳

让更多“非接触式”服务兴旺起来
□ 董碧娟

非接触式服务能倒逼政府和企业管理运营加速升级，其背后的强大支撑是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一系列新兴科技手段，能让服务链条更加集成、透明、可追

溯。拓展非接触式服务还能为创新技术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同时，它还能培育开拓更

多新兴市场，比如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等。

释放消费热情应防疫在先
□ 佘 颖

社会蕴藏着巨大的消费热情是好事，一旦疫情结束，强大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迅速恢复的引擎。首先，推动复工、

释放消费热情，要指导企业科学制定复工复产方案和应急预案，把工作抓细。其次，要实事求是，根据实际需求推进，把工作

抓实。此外，还需要政府部门做好相应的政策保障、政策引导。

景区开园，游人别“扎堆”

□ 郭元鹏

最近，“非接触式”成为热词。为减
少人员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在不少地
方，一些职能部门优化升级信息系统，让
网络代替马路，提供更加便利的非接触式
办税、非接触式支付、非接触式诉讼、非
接触式办理外汇、非接触式劳动能力鉴定
等。一些企业也积极推出非接触式配送、
非接触式酒店入住等。这种“非接触式”
服务具有多方面意义。

首先，它能倒逼政府和企业管理运营
加速升级。面对疫情防控这一重大紧急任
务，相关服务提供主体能够在最短时间竭
尽所能上线或更新系统，以前没来得及
做、没想要做的都能在此时快马加鞭完
成。非接触式服务背后的强大支撑是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一系列新兴科技
手段，能让服务链条更加集成、透明、可
追溯，这种技术特性会不断渗入到管理机
制内核中。因此，表面上好像只是一种模

式转变，实际上却能深层次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升级企业经营管理，助推形成更加
重视效率和体验的服务理念。

其次，拓展非接触式服务还能为创新
技术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尽管近年来智慧
城市建设不断推进，新技术层出不穷，但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一些街道社区传
达通知、填报信息仍主要依靠人工处理方
式。造成这种反差有多方面原因，比如技
术适用性不强、一线应用动力不足、信息
不对称、缺少统一规划等。这就限制了智

慧城市建设向“毛细血管”级的社区一线
延伸。目前，在疫情倒逼下，有越来越多
的基层单位开始积极运用新技术开展工
作。这种趋势不仅能让创新技术得到更充
分应用并在多元场景中得到提升优化，也
能将智慧城市的改革触角延伸至城市更多
角落。

再次，非接触式服务还能培育开拓
更多新兴市场。最近，在线办公、在线
教育、在线娱乐等一系列新模式不断涌
现。这些新模式无不需要更多更细更好

的非接触式服务来支撑。与此同时，非
接触式服务能够把更多人力从枯燥、重
复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倒逼劳动力转型
升 级 ， 进 而 服 务 于 更 多 新 市 场 、 新
领域。

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非接触式服
务会不会让一些人失去工作。其实，这一
担心没有必要。就拿机器人应用来说，科
学研究发现，一个工业机器人可以创造
3.6 个工作岗位。未来几年，机器人可以
直接或间接创造2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
且，非接触式服务并不意味着减少劳动力
参与，而是根据服务目标在不同环节实行
人力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

每一次危机都能带来新的机会。疫情
之后，也有必要让那些受群众欢迎的非接
触式服务巩固并延续下去，这不仅是作为
当下应对疫情的临时被动之举，更是此次
疫情挑战下化危为机的一个收获。

当前，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
积极变化，但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2月21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对重点
行业和中小企业帮扶力度，救助政策要精
准落地，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国务
院日前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
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使企业恢复生
产后有个缓冲期。这正是政策要跑在受困
企业前面的一个有力之举。

下一步，各地各部门也将出台政策措
施帮扶企业，有序推动复工复产。让政策
跑在受困企业前面，不仅要加大政策出台
的针对性和系统性，还要加大救助政策精
准落地的速度与力度。

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是当前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的迫切需要。有专家对中
小微企业所作调查结果显示，不少中小微
企业的现金流情况紧张，营收下行，还要
维持员工的工资、“五险一金”等，面临巨
大支出压力，不得不靠减员、降薪、停产
歇业等方式来应对，手段乏力，办法不
多。中小企业解决了超过80%的就业，稳
企业就是稳就业，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
关是重中之重。对住宿餐饮、文体娱乐、
交通运输、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第三
产业，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伤害的就不
只是第三产业、中小微企业，也可能蔓延
到其他行业企业。要及早对疫情影响的具
体行业作出具体研判，及早采取相应的经
济对策。

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也是有序
做好复工复产、维护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的
迫切需要。时间不等人，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企业早一天复工，就早一天获得
生机，经济就能早一天恢复起来。另外，
一些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
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还关系到维
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要看到，复工复产
在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运转方面还面
临各种客观原因或人为因素造成的障碍，
这些都需要加紧研判，按照疫情分区分级
的标准，制定或“定制”差异化、有针对
性的帮扶政策措施，统筹兼顾，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是对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考验。凡事预则立。不
能等到问题变得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严重
了，才着急想办法去解决去补救。因为有
的能补救，有的则很难补救。有关地方和
部门不能只当救火队，而是要未雨绸缪、
超前谋划，抢在各种可能情况出现之前作
好预案和准备。不能搞不顾具体情况的

“一刀切”，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
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按照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实行差异
化分区分级施策，把问题想得更远一些，
方案做得更细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
前面，既需要政策制定跑在前面，也需要
政策落实跑在前面。总之，是要想在前
面，干在前面。想在前面就要调研在前
面。调研是政策制定的基础，绝不能坐在
办公室拍脑袋，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怎样，
要扑下身子去企业调研，倾听企业呼声，
汇集专家意见，让政策有可操作性，能落
地，并转化为务实的举措，切切实实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迎来更大的发展。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能否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戴着口罩”抓发
展就是当前的一大考题。我们要主动适应防
控形势变化，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学会

“戴着口罩”抓发展，做到防控与生产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特别是科学处理好五
对关系。

一是“静”与“动”的关系。静动偕
行，方能制胜致远。一方面，针对复工复产
后一些厂区、商区、景区出现较大面积人员
聚集的现象，可探索错时上下班、错时用
餐、错时开放景区等方式，科学调度，合理
控制人流，让公共空间继续“静下来”。另
一方面，在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基础上，有力
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探索推广居家办
公、网上办公、分散办公等形式，推动经济
社会运转正常“动起来”，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影响。

二是“虚”与“实”的关系。调查显
示，与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物流运输等实
体企业减产减收相比，软件技术、信息传
输、电子商务等行业企业受影响较小甚至逆
势增长。就像2003 年抗击非典倒逼电商产
业快速发展一样，此次疫情客观上也催生了
新的商机和商业模式，让人们不得不推进在
线办公、网络消费等。在努力恢复制造业、
扶持壮大实体经济的同时，应抓住倒逼机遇，趁势谋划互联网产
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农村电商，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
能化改造，助力经济迭代升级。

三是“内”与“外”的关系。疫情期间“全民居家”的生活
模式，一段时间内抑制了居民消费。可是，一旦疫情结束，这种
蓄积已久的消费能力必将“报复性”释放。与内需的旺盛积蓄相
比，由于疫情期间企业产能不足、订单交付困难，造成一定的外
贸订单流失。对此，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复工复产要素保
障，对内练好内功，抢占市场先机，尽快扩大内需；对外努力稳
客户、稳定单、拓市场。特别是对经济贡献大、订单履约时间紧
的重点出口企业，应优先安排复工。对于确实无法按时完成订单
的企业，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根据不可抗力事实维护权益。

四是“大”与“小”的关系。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对于稳就
业、稳投资、促增长、提信心具有重要牵引作用，但相应地也牵
涉面更广、员工数量更大，防控要求更高。要坚持一企一策、一
项一策，科学精准、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系统解决原材料供应、
上下游协作、物资畅通等突出问题，抓好用好节后施工的黄金
季，推动及时开工建设。疫情面前，便利店、五金店、理发店等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企业，因体量小、流动大、管控难，很
容易成为“一刀切”的对象，节前备好的年货很多都屯在手里，
造成了不小损失。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的基础上，对其优先
复工，倡导减租减息，探索就近预约、手机点单、上门服务、错
峰消费等方式，既增加市场活力，又满足百姓需求。

五是“上”与“下”的关系。疫情期间，群众和企业如何既
能不出门又办得了事，对政务服务提出了新要求。要适应数字化
时代特点，加快建设数字政府、电子政务，倡导办事“上网”，推
广网上办、掌上办，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出门。在群众少出
门、办事多“上网”的同时，还要干部多上门、服务多“下沉”。
通过探索实施驻企指导员等制度，更精准更及时地帮助解决企业
复工后的生产经营问题，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戴着口罩”抓
发展成为助推经济发展高质量、政务服务高水平的新契机。

近日，南京玄武湖景区重新开园，附近居民闻讯而来，有序
入园，保持安全距离在湖边漫步，游客也没有“扎堆”或集体跳
广场舞。当天，不少市民按要求在门口测量体温，并佩戴口罩
后，进入公园休闲散步。

与南京玄武湖景区一样，近日不少地方取消了交通卡口，景
区、公园也向游客重新打开了大门。景区开园、广场开放，是建
立在民生需要和防控形势好转基础上的。恢复社会正常秩序，陆
续开放公共场所、公园景区的大门很有必要性。不过，我们也需
要认识到，此时并非“无忧无虑”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
完全过去，该做好防范的还得做好防范。景区开园了，市民和游
客也需要迈开文明的脚步。

首先，要保持安全距离。广场、景区等是人群密集的地方，
也是最容易传播疾病的地方。鉴于新冠病毒具有较强传染性，保
持安全距离，对于确保自身安全十分必要。因此，游客进入景区
排队、游玩时不能“扎堆”。

其次，要养成卫生习惯。在公共场所游玩，人流量密集，尤
其春天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更容易出现打喷嚏等现象。在公共
场所游玩，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比如，打喷嚏时要使用纸巾、
废弃物要丢进垃圾桶、不能随地吐痰等。

此外，虽然公园、公共场所等陆续开放了，但时下仍是防疫
关键时期，市民应谨慎参与各类聚集性活动。有媒体报道，一些
大爷大妈“耐不住寂寞”，近日在广场上跳起广场舞，这样的做
法显然不合时宜。这个时候就“任性扎堆”，甚至“摘下口罩”，
不利于疫情的持续防控。

疫情防控容不得松懈。除了游客自身提升文明素质之外，针
对当前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人流量有所上升等苗头，各地管理
部门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做好防范，严格管理，特别是必须
落实好体温监测、场地消杀、控制园区人流密度等措施，消除各
种安全隐患。

2月24日是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
抬头”的日子，很多人习惯这天剪头发。
疫情期间，在相对封闭的理发店扎堆显然
不明智。预见到这样的消费需求和风险隐
患，北京市提前几日就发布了理发店服务
指引，提出建立顾客预约制度、避免人员
聚集等，平稳度过了这个理发需求集中释
放的日子。与之相比，最近不少地方爆出
的扎堆购物、聚餐、逛景区，就明显疏于
引导防范，属于管理失职。

社会蕴藏着巨大的消费热情是好事，
一旦疫情结束，强大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拉
动经济迅速恢复的引擎。因此，现在我们
不仅要抗“疫”，还要不失时机地提前谋
划一系列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措施。

但是，推动复工、释放消费热情不能
一“开”了之，只是允许商家开门，不做
任何引导和管理，更不能不分时间地点，
让消费者自己跟着感觉走。有些事项，商
家和消费者很难预先想到，政策应该制定
在前，做到防疫在先、有序开业、科学细
致、确保落实。

首先，推动复工、释放消费热情要指

导企业科学制定复工复产方案和应急预
案，把工作抓细。

最近，北京市编发了47个行业指引，
除了理发店，还涵盖医院、加油站、餐
厅、商品交易市场、景区、饭店等消费者
常去的场所。这些行业指引由熟悉情况的
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编制，细致到门诊大
厅的门帘可能阻碍空气流通，各家医院立
即予以拆除；餐厅就餐人员间距应保持1
米以上，停止接待群体性聚餐；商场尽量
避免乘坐厢式电梯等，实用性、针对性、
操作性都很强。企业、消费者可以按照指
引做好防控。各地都应该结合实际，按照
行业，甚至细化到每家企业，制定切实可
行的复工防控方案，对消费者阶段性集中
释放的需求给予科学细致引导。这几天，
一些景区、商场对猛然出现的扎堆消费现
象采取的分流、限流、加强防护提示等措
施十分必要。

其次，推动复工、释放消费热情要实
事求是，根据实际需求推进，把工作
抓实。

近期，各地全力推动复工复产，总体

情况是好的，但个别地方也在提高复工率
上出现形式主义。比如，有的商场应相关
部门要求开放了，商场里的餐饮商家也

“复工”了，但所谓的“复工”就是派一
个人坐在店里守着，无法备货、无法提供
服务。提高复工率不能成为数字统计，而
是商家实实在在地开业。如果商家有复工
的内在需要，就要在做好保障措施的前提
下帮助、支持其复工，如果商家自己都没
有做好复工准备，就不要“被复工”，否
则既浪费资源，也平添风险。

第三，推动复工、释放消费热情，还
需要政府部门把相应的政策保障、政策引导
抓紧抓好。

比如，餐饮业的堂食消费者少了，线
上的外卖需求却成倍增长。此前没有开展
外卖业务的餐饮企业要转型，除了自身的
技术、人手条件，还需要申请一系列资
质。这在非常时期肯定来不及。为此，市
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了意见，提出在保障
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简化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流程。目前，多地市已颁发电子食品
经营许可证，或者直接允许餐饮服务单位

暂时可以在“线上”和“线下”销售半成
品。这种政策既符合优化放管服、证照分
离改革的大方向，也能切实解决企业眼前
的难题，应该尽快在更多地区和行业
推广。

第四，推动复工、释放消费热情，
可以琢磨的创新点还有很多。比如，消
费者现在想花钱花不出去，那么是不是
可以由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出面引导
和支持，在餐饮、旅游、文化消费等领
域推出惠民补贴的预售，做一些类似

“双11”那样的提前促销，先帮商家回笼
部分资金，也让消费者无处安放的消费
冲动有释放空间。

近日，多地已下调疫情应急响应等
级，各地生产生活秩序正有序恢复。如何
在牢牢控制住疫情风险前提下确保恢复生
产经营，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既考验企
业和民众的防范意识，更考验政府部门的
管理智慧。只有共同筑牢抵抗疫情的高
墙，同时精心谋划，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
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才能赢得防
控与发展的“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