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在疫情防控阻击

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揽子”政策基础上，从保障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稳岗就业

等方面出台举措，支持中小微

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口罩、防护服等紧缺物资生产企业机
器、用工、资金不足，原辅料供应跟不
上；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用工荒……为解
决这些问题，甘肃省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揽子”政策基
础上，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
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从
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完善融资服务、
稳岗就业、财税支持、降低运营成本、强
化服务保障6个方面36条措施破解中小微
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大力支持中小微企
业平稳健康发展。

分区施策 促企业开足马力

位于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的甘肃蓝康
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230名工人三班
倒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口罩、防护服。从
筹备到投产仅仅10天，如今N95口罩生产
线日产口罩2.4万只，防护服500件。该公
司的投产，不仅实现了防护服、口罩“甘
肃造”从无到有的突破，而且还为支援湖
北战“疫”贡献了“甘肃力量”。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部门的协调支持，
我们不可能及时开工生产。”甘肃蓝康医疗
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临时
党支部书记王军刚介绍说，筹备之初，公
司购买的广东东莞口罩生产设备不能到
货。得知情况后，甘肃省政府领导多次致
函致电相关部门和设备生产厂家，协调设
备提前交货。平凉市工信局工作人员专程
赴广东，与生产厂家多次协商。终于2月6

日厂家发货，2月9日设备运达并连夜完成
安装，投入生产。

蓝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只是甘肃
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强化复工
复产要素保障，分区施策、分类指导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的一个缩影。

甘肃省发改委、工信厅、交通运输厅
及商务厅等主管部门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
况，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
响，积极协调解决疫情防护产品生产企业
在项目前期、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及
时发布省内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信息，对
生产情况实施日监测制度。

同时，从必须性、可能性、现实性上
分类把握，分区精准施策，分类指导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对口罩、防护服等紧缺物
资生产企业遇到的机器、用工、资金不足

及原辅料供应、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运
输保障等问题，以最高优先级别尽快解
决，督促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融资服务 让企业轻装上阵

“这个金融支持政策，低息和贴息不仅
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通过绿色通
道办理，贷款流程缩短，为企业复工复产
争取了更多时间。”甘肃人为峰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方敬群说，他们通过光大银
行兰州分行和邮储银行兰州分行的绿色通
道申请了3000万元贷款，用于采购疫情防
控物资及相关中成药等，从申请到签订贷
款合同，用了不到一周时间。

方敬群告诉记者，贷款通过甘肃省金
控集团担保，担保费率只有1%，且银行贷
款利率低至 4.15％，同时财政还会补贴
50%的利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
的成本，可以让企业轻装上阵。

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甘肃省各银行
对有发展前景、积极组织复工复产、扩大
生产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采取

“一行一策”灵活制定息费减免办法。同
时，对享受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的国
家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在中央财政
按规定给予贴息的基础上，省级财政按人
民银行专项再贷款利率的40%给予贴息；
对金融机构按不高于贷款合同签订日之前
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给予信贷支持的省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省财政按优惠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
息，期限不超过1年。

甘肃还采取灵活安排展期续贷、设立
中小微企业专项贷款、加强省应急周转基
金使用、降低企业担保费率等措施，切实
解决中小微企业资金难题。鼓励银行对积
极组织复工复产、扩大生产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中小微企业，采取灵活制定息费减免

办法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

稳岗就业 为企业添动力

疫情当前，又值春耕备耕时节，用工
荒是中小企业不可回避的又一难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甘肃省各市州对因
缺少劳动力不能正常复工复产的中小微企
业，制定用工替代方案，加强地区间劳务
对接。通过返还部分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
费、缓缴社会保险费、减轻住房公积金缴
存负担等方式支持参保中小微企业。对中
小微企业2020年1月1日起新增吸纳本县
区劳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按1000
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稳定就业1年
以上的，按2000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奖
补。在市州落实补助政策的基础上，省级
财政适当予以补助。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
难，可与职工集体协商，采取协商薪酬、
调整工时、轮岗轮休、在岗培训等措施，
保留劳动关系。同时，优先对防疫药品、
医疗设备、物资器械、研发平台、科技攻
关和应急医疗救治设施、隔离设施、“菜篮
子”产品生产等疫情防控急需的项目和企
业提供支持。此外，还要通过减免中小微
企业税费、延期缴纳税款、提供免息贷款
业务等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疫情期间，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场
所的用电、用水、用气实施阶段性缓缴费
用，缓缴期实行“欠费不停供”措施。鼓
励大型商业企业、创业园、双创基地等对
中小微企业和商户减免房租；鼓励大企业
就近采购符合要求的中小微企业产品，支
持中小微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甘肃还进一步完善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设立疫情防护物资收储专项资金，实
行疫情防护物资政府兜底采购收储和其他
服务保障。

2月 18日，甘肃陇南确诊
的4例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治愈
出院，实现了病例清零，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此时，
陇南外出务工人员也纷纷踏上
复工返岗之路。在他们手机
上，都有一份陇南3200多名村
医和全市背书的电子健康码，
在为复工返岗提供便利的同
时，也解决了他们和用人单位
的后顾之忧。

“电子健康码方便了我外出
务工。我是2月19日提交的申
请，当天就审核下来，真的很方
便，也很及时。”成县店村镇毛
坝村白秀辉打电话告诉记者，在
他的电子健康码里，详细介绍了
他的身份、家庭所在地，在家期
间的身体健康状况，体温监测情
况等信息。

今年27岁的白秀辉此次的
目的地是浙江杭州，“电子健康
码核发后，我就发回了公司。公
司核对后，当天晚上我们就结伴
自驾出发，每二天就能到，很方
便”。白秀辉说。

“这个电子健康码是陇南为
进一步方便外出务工人员等有需
要人员开具的健康证明，是利用
乡村大数据平台开发的线上证明
功能。申请人在陇南乡村大数据
平台一键提交申请后，后台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核对信息，可快速
完成在线发‘码’。”陇南市大数
据管理局局长张治说，电子健康
码具备便捷性、通用性和权威性
三个显著特点。

申办电子健康码可以线上
一键申办，不见面审批。而且
电子健康码在各企业、检查卡
口通用，便于携带留存。特别
是群众申领电子健康码，需各
级医疗机构核验后方能完成，
村委、村卫生室共同背书，村
党支部书记、村医实名认证，具有权威性。张治说：“用
人单位可以通过该平台查询务工人员所在地村医电话，直
接拨打电话详细了解务工人员健康信息，也可以通过查验
务工人员的电子健康码了解相关情况。”

点开陇南乡村大数据平台，首页滚动栏里有返岗复工健
康证明一键领。自这一功能开通至2月20日上午，已有94
万人浏览，4.2万人提交申请，核发电子健康证明近3万
张。依据后台数据分析显示，陇南务工人员去向主要分布在
甘肃、浙江、江苏、广东、新疆、北京、上海、四川、陕西
等地。

电子健康码的背后，是陇南全市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的有力支撑。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陇南乡村大数据平台设
置了“村医”栏目，记录了全市3200多名乡村医生的基本
信息和联系电话。村医坚守本村疫情防控点，对进出村民测
量体温，宣传疫情防控政策，普及疫情防护知识，为进出车
辆消毒，了解居家村民情况，开展咨询服务，把各项防控措
施落实到户到人，并记录归档，通过乡村大数据平台为本村
外出务工人员健康状况在“云”上背书。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口罩、防护服等
防控物资紧缺。对于一条防护用品生产线
都没有的甘肃来说尤为紧迫。在想方设法
外调的同时，甘肃多措并举，在短时间内
建起了防护用品生产线。有了“甘肃造”
的口罩和防护服，极大缓解了防控物资紧
缺难题。

医用防护服、口罩告急！
怎么办？甘肃迅速梳理出了“内部

挤、自己产、外部购、上面调、多方捐”
五个方面的举措。但是防护物资全国告
急，只能在“自己产”上想办法。

然而，甘肃没有一家合格的生产口
罩、防护服的企业。也就是说，甘肃省医
用防护用品生产基础几乎为零。

甘肃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发挥有
关市州和企业的积极性，抓紧筹建防护用
品生产线。

平凉市首先响应，利用皇甫谧药厂现
有洁净厂房和部分防护服生产设备，组建

生产线，并从广东、江苏等地想方设法补
充采购N95口罩、医用防护服生产设备。
兰州新区利用际华3512厂生产防护服的经
验，积极支持企业建设防护服生产线。

不等不靠，统筹规划，全力以赴抓新
建、抓改扩建、抓采购、抓调度，抢时
间、抢进度，从设备采购到投产，用15天
时间实现了防护用品“甘肃造”。

2月24日，临夏州积石山县拓奇服装
加工扶贫车间生产的第3500件医用防护服
下线，这标志着甘肃省首家东西协作援建
扶贫车间成功转产防疫物资。

“我们通过甘肃省‘绿色通道’办理生
产许可证，加班加点新建无菌车间、引进
新生产线，只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转型
转产。”厦门市赴甘肃临夏州帮扶工作队领
队邱武伟介绍说，厦门帮扶工作队协调当
地政府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共同研究车间改
产方案，帮助企业解决转产过程中遇到的
设备、资金和人员等问题。

甘肃省委、省政府及时决策，对在特
殊时期建设防护用品生产线给予政策支
持，对新上医用防护用品生产线的企业给
予技改资金支持。省药监局、省卫健委开
辟绿色通道，完善资质审批及相关手续。
同时，全方位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加
快形成生产能力。由省市相关部门专人盯
办，从设备及原材料采购、员工培训、设
备安装调试、消毒灭菌等环节全程跟踪协
调服务。

2月4日，广河新善友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日产3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线投产。

2月10日，平凉蓝康医疗器械科技公
司日产3万只N95医用口罩生产线、日产
2000件医用防护服生产线试生产。

2月12日，际华3512公司日产1000
件、积石山拓奇实业公司2000件医用防护
服生产线投产

一个个喜讯频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了甘肃防控物资紧缺状况。

2月12日，甘肃省召开专题调度会，
进一步研究防护用品生产布局，鼓励有条
件有能力的企业转产或改造扩能，组织兰
州石化、甘肃药投、兰州佛慈、普安康药
业、天水成纪药业等单位，进一步谋划新
建防疫防护一体化口罩、防护服生产线项
目。金川公司（镍都实业）、大友劳保服装
厂、永登服装厂开展转产医用口罩、医用
防护服改造前期工作，力争在短时间内形
成满足全省用户需求的生产能力。

目前，全省在建医用口罩生产线 16
条、日产能214万只，其中N95医用口罩
生产线4条、日产能23万只；一次性医用
口罩及医用外科口罩生产线12条、日产能
191万只。医用防护服生产线3条、日产能
6000件，预计在4月初陆续投产。

全部医用口罩日产能从 1 月份的
“0”，到2月底达到18万只，到4月中旬将
达222万只，甘肃防护用品实现了“甘肃
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农行甘肃分行及时出台信贷举措
加强疫情防控金融服务，全额满足卫生防疫、医药产品生产
及流通、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攻关等领域企业融资
需求，为抗疫防疫复工复产“输血”。

2月17日，当一笔300万元疫情防控贷款汇入临夏积石
山县拓奇实业公司账户时，企业负责人着实松了一口气。抗
疫防疫，争分夺秒。为加快防疫应急物资生产供应，拓奇公
司实行转产改造，将现有的15条户外用品智能吊挂生产线
改造升级，用于生产普通防护服。同时，计划引进6条新生
产线，用于生产医用防护服，但被改造所需资金“卡”住
了。了解到企业遇到的问题，农行甘肃分行主动对接，开通
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将300万元贷款发放到企业，解了企业
的燃眉之急。

甘肃红太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甘肃省最大的面粉
加工企业。为保障疫情期间的正常生产供应，企业提前复
工，满负荷生产。由于疫情期间成本增加，原料紧缺，企业
一度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农行甘肃分行迅速
成立服务团队，主动上门了解需求，量身定制服务方案，仅
3个工作日，就向甘肃红太阳面业集团投放贷款5500万
元，有效满足了企业“金融原料”供给。

为大力支持疫情期间农产品稳价保供，该行对纳入名单
的农资和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实行利率优惠，对中小微企
业除贷款利息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贷款相关费用，不附加任何
条件。同时，对2020年2月10日到3月10日到期的贷款，
给予1个月还款宽限期，宽限期内中小微企业贷款逾期的，
不算作逾期贷款，不计罚息和复利，不调整风险分类，不调
整客户评级，不报送不良征信。

农行甘肃分行加大疫情期间农户、小微企业、农资
生产龙头企业贷款投放，对春耕生产所需农资、农机等
生产物资优先发放，着力解决农资企业和农民资金
需求。

西和县苏合乡苏合村农民苏迟丁做梦也想不到，他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向农行申请50万元的“富民产业贷”用于种
植马铃薯，仅用了3天就批下来了。疫情期间，农行甘肃分
行累计发放各项贷款46.39亿元。其中，三农及县域贷款
11.1亿元，农户贷款8.01亿元。农行甘肃分行紧急启动相
关金融服务机制，开辟支农绿色通道，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建立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省、市、县三级联动，开辟
线上销售渠道，全力稳住“菜篮子”“米袋子”，保障百姓正
常生活。

从融资服务、稳岗就业、财税支持着手

甘肃为企业解燃眉之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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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物资“甘肃造”火速上线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为企业战“疫”“输血”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魏福星

兰州铁路局装卸工人加班加点抢装复合肥，确保春耕物资及时发运。 强 科摄

敦煌农村开展春耕备耕工作。 张晓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