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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在初步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基础上，及时有序地推动企业复
工复产，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长三角
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显著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六稳”工作推进顺利，经济
社会运行平稳。

长三角地区是如何做到疫情防控与复工
复产“两条战线”齐头并进的？“最根本的
一条，是充分发挥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联
防联控和政策协同上的优势。”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长三角地区率先全面复工复产，将对全
国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的目标任务形成有力支撑。

五大机制确保联防联控

长三角三省一市确立了疫情防
控信息互联互通、重大疫情管控举
措互相通报、重要防疫物资互济互
帮、疫情防控交通一体化联动、新
冠肺炎病例医疗救治工作联动五大
工作机制。

为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沪苏浙皖三省一
市坚持联合部署、方案共定、信息互通、物
资共享、管理联动。2月7日，三省一市召
开了长三角地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视频
会议，共同制定了《关于持续做好长三角地
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的意见》。

据悉，这份意见确立了由常务副省
（市）长牵头，各省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相关专项工作组和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负
责具体落实的协同工作模式，并确立了五大
工作机制。

一是疫情防控信息互联互通机制。按
照要求，三省一市要加强疫情相关信息通

报，及时落实卫生应急相关措施，联动实
施确诊病例及相关密切接触者信息通报、
协查函、隔离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互认等
制度。

二是重大疫情管控举措互相通报机
制。理顺相关工作制度，及时通报疫情防
控形势、停复工停复产停复课政策、省
（市） 际交通管制、省 （市） 际包车等相
关管控举措，提高长三角地区政策协同
效率。

三是重要防疫物资互济互帮机制。以
制定紧缺物资和产能清单、建立医疗器械
物资应急审批联动机制、加强区域通关便
利化合作等举措，实现长三角区域防疫、
生产性物资和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互
济互帮。

四是疫情防控交通一体化联动机制。加
强交通、公安部门协调联动，采取管控措施
通报、车辆号牌比对、建立联络员等措施，
保障物资运输和指挥车辆通行。

五是新冠肺炎病例医疗救治工作联动机
制。建立诊疗方案共享、区域医疗救治专家
会诊、医疗救治工作制度交流、长三角一体
化血液联动等机制，提高治愈率、降低死
亡率。

齐抓共管确保通勤便利

长三角各城市通过实时信息共
享、资源互帮互济等，以“制度创
新”推进示范区防疫复工，以“共
建共用”推进疫情联防联控，以

“互认互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长三角跨省市地理交界处路网多、人流
量大，省界“分设关卡、分开检查”的方式
不仅影响通行效率，“跨省人员居家隔离14
天”的政策更使人无法跨境流动。“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各省际跨界地区协同合作，

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该负责
人说。

以“制度创新”推进示范区防疫复工。
2月13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会
同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通知》，实行信
息动态互通互鉴、人员流动互认互通、共保
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合并交界点临近卡口、
应急物资互帮互济、社会治安联合管理6项
举措。

以“共建共用”推进疫情联防联控。沪
苏浙毗邻的金山—平湖、青浦—嘉兴—吴江
等地区通过边界卡口前移合并、共同组成防
控队伍、实时信息共享、资源互帮互济等方
式，真正做到资源共享、运行联动、查控无
缝。苏浙两省毗邻的吴江桃源与桐乡乌镇以
党建为引领，创造了“1+3+N”疫情联防
联控模式。其中，“1”即建立卡口联合行
动党支部；“3”即完善会商通报、联勤联
动和应急管理三项工作机制；“N”即推动
医疗救治、交通管控、社会防控、物资保
障、信息宣传等共建共享共用，推进一体化
运行。

以“互认互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上海嘉定与江苏昆山签订《嘉昆两地联防
联控备忘录》，实行《工作通勤证》两地互
认，道口只需测量体温并核对证件后即可
由专用通道放行。上海金山与浙江嘉善平
湖推出“两书一证”互认通行机制，即已
批准复工员工填写《个人承诺书》、已批准
复工企业填写《企业承诺书》、属地发放通
行证，实行信息共享。通勤人员凭通行证
并经体温监测正常即可快速通过卡口。针
对区域运输不畅等问题，沪苏浙皖警方建
立疫情防控重大举措通报等7项警务合作
机制，只需持有上海交通部门发放的“货
通证”，符合防疫条件的货运车辆在长三角
区域内即可便捷通行。

协同发力破解企业复工难题

长三角区域各城市推动上下游
产业协调发展，协同推进“一网通
办”专窗停窗不停工，有效利用政
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异地
办”“加急办”等方式，线上帮助
企业足不出户办成事。

在疫情防控状态下，企业复工将面临上
下游配套、办事审批、资金配套等多方面问
题。对此，长三角各城市之间发挥一体化协
同优势，加强协调，综合施策，全面助力企
业共渡难关。

上海松江、浙江湖州、浙江金华等地发
挥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优势，加强无纺布、鼻
梁条、耳带等上下游材料协同供给，并制作
双向运输绿色通行证，保障口罩等重点防疫
物资稳定生产。

在推动上下游产业协调的同时，长三角
区域各城市协同推进“一网通办”专窗停窗
不停工，有效利用政务服务“网上办”“掌
上办”“异地办”“加急办”等方式，线上帮
助企业足不出户办成事。

为有效帮助企业复工解困，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办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在各城市出台支持企业发展政策措
施基础上开展线上调研，及时掌握企业
面临的新困难、新问题。同时，还牵头
银行等金融机构全力做好金融服务。目
前，已有12家银行22款专项贷款产品及
优惠政策通过 G60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推
出，并设立了“极速审批、审毕即放”
绿色通道。

得益于各方协同发力，长三角地区复工
复产持续推进。目前，长三角区域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超八成，其中浙江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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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一体化发展在联防联控和政策协同上的优势，率先全面复工复产——

长三角：“两条战线”齐头并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西安市日前举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系列项目网络签约仪式，总投资额达286
亿元的 30多个“云签约”项目，全部集
中在化学药、中成药、生物药、医疗器
械等领域。据悉，这是西安市刚刚发布
《西安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行动方案
（2020年—2022 年）》之后的首次产业战
“疫”出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此次签约的
项目中，中成药、化学药、生物药类项目
共7个，医疗器械类项目5个，充分展现了
西安的科技研发优势。其中，西安新通药
物研究有限公司拟投资3亿元建设肝靶向
系列创新药物研发及产业化基地，目前有
5款创新药在不同研发阶段，其中3款创新

药预计在2021年至2024年批准上市，项
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额达60亿元。宇繁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1亿元建设制备中
心，生产制备CART细胞，用于治疗难治
复发性白血病和淋巴瘤；陕西巨子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将投资13.6亿元，建设医用修
复敷料及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化项目、特稀
有次生代谢产物及益生菌生产基地项目、
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三大项目，项目达
产后预计年产值18亿元。

此外，还有山海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基地、西安中药分子解析饮片古
法炮炙展示研究生产中心项目、天宇制药
微创硬化治疗产品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等
一批自主创新型医药及器械类项目落户西
安高新区。

这些掌握核心技术、未来前景看好的项
目达产后，将大大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助
推西安冲击一流生物医药产业高地的创新

目标。
在当天签约的金融领域项目中，4个

基金类项目引人注目。其中，由西安高
新金控牵头，拟与陕西金控旗下新时代
资本与陕药集团旗下陕西医药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发起设立20亿元规模
母基金，投向生物医药领域相关产业基
金；弘晖资本与高新区合作设立生物医
药产业基金，在产业引导与并购、产业
服务集团搭建等方面推进合作；中国企
业报集团与高新区合设30亿元规模产业
基金，将吸引国内外顶级生物制药项目
落户；东盛集团与高新区合作设立25亿
元规模的中医药产业基金，主要投向国
医馆、养殖基地、中医药原材料供应链
等产业领域。

此外，陕西银保监局还与西安高新区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信贷投放支
持、银企信息共享、重点产业发展、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等展开合作。陕药集团拟投资
60亿元建设陕西生物医药园，吸引、培育
孵化期企业、快速成长期的创新企业和独角
兽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签约项目中还包括
加速成长系列项目9个，涵盖医疗器械、医
疗服务等方面，有望快速投用或转化，实现
医疗惠民。其中，秦药汇康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24小时智慧售药自助终端项目，可在
写字楼、居民社区、公交和地铁场站等场景
应用，计划2年内为西安和高新区投入设备
1000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西安市明确将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六大支
柱产业之一，将以化学药、中成药、生物
药、医疗器械产业为基础，以3D打印、光
学设备、再生医学、基因测序、多肽与蛋
白等高精尖技术为引领，形成500亿元规
模的产业集群。

“云签约”286亿元

西安生物医药产业发力
本报记者 张 毅

近日，广西柳州市税务部门服
务复工企业“一对一”工作团队在
对比广西柳州钢铁集团税收发票数
据时发现，复工后柳钢对上游企业
的原材料购进额大幅下滑，自治区
外重点疫情地区进项销售额下滑幅
度也较大。该公司的统计数据也显
示，今年2月份柳钢预计销售钢材
量约81万吨，比上月少25万吨，
减少 24%，比上年同期少 10 万
吨，减少11%。

柳州市税务部门立即启动“一
企一策·结对帮扶”机制，组织多
个业务部门对柳钢的困难联合“会
诊”。调查结果显示，产业链不完
全配套影响到该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和产品的销售。

“这是典型的大型企业上下游
产业链出了问题，税务部门可以提
供帮助。”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
务税科科长曾芬说。

为此，柳州市税务部门马上运
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分析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通过对柳钢开票数据梳理
筛选、分析匹配，将所需商品的供
求信息向政府平台管理机构和相关
企业双向传递，助力畅通柳钢复工
复产上下游供需链。

同时，柳州市税务部门启动
“上下联动机制”无缝对接，仅用
半天的时间为柳钢成功办理好1月
份的56.82万元退税额，并测算出
柳钢集团为抗击新冠肺炎捐赠的
3000万元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全额扣除，预计可减免税款
750万元，快速充实了企业现金
流，为柳钢减轻了经营负担。

柳钢集团财务科科长廖柳萍告
诉记者，税务部门通过数据匹配，
使公司上下游产业链通畅起来了。

税务大数据精准服务柳钢集团
的产业链，这是广西税务部门利用
大数据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一大举
措。近来，广西税务部门对全区纳入重点税源企业、千户
集团成员企业、规模以上企业等范围内的6000多家企业
开展了税收数据样本分析。柳州市税务部门对柳钢、柳
工、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车、广西汽车集团等8家大
型企业走访调研，并对占柳州市税收总量72%、年纳税
2000万元以上的165家重点税源企业开展了20项问卷调
查。通过全面调查，将服务的着力点对准产业链不完全配
套的“靶心”，通过政府相关平台和联系上下游企业来精
准施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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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胶州市：

“宅家”不停产
手工保增收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王雪妍

2月20日，在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魏家屯村一家农
家小院里，散落的首饰配件正在被组装成一件件成品。

“我们一家三口形成了一个小的‘生产流水线’，我负
责插板、丈夫负责装袋、儿媳妇负责贴标签。”贺明华一
边忙着手头的首饰组装，一边对记者说道。68岁的贺明
华是李哥庄镇魏家屯村村民，平日和丈夫在儿媳妇的餐饮
店里帮忙。受疫情影响，他们原本打算农历正月初六开
业，但现在只能待在家里。“我们三个人一天能赚100元
左右，虽然没法出去工作，但生活费足够了。”

据了解，首饰扭件、包装、剪断、连接组装……都是
工艺品生产工序，工作强度小、简单易学、可在家独立完
成，是李哥庄镇的“炕头经济”，主要针对照顾孩子的宝
妈或55岁以上不方便出去工作的中老年人。

疫情期间，为让居民们“宅”在家，有事做，“宅”
得住，还有收入，李哥庄镇流行饰品协会派专人联系、发
放首饰配件，形成链条式服务，让“炕头经济”由零散变
得有组织。

“叶姐，前天发的包装活，干得怎么样，干完了的话
我顺路过去收着，再给你放些新活。”“张姐，今天的活是
扭件，你需要多少，我给准备出来。”李哥庄镇流行饰品
协会“炕头经济”组织者之一的杨维赞，正在挨家挨户通
过电话联系着。“现在是疫情特殊时期，政府倡导少出
门、不扎堆、不串门。李哥庄镇工艺品是传统产业，有这
个基础，我们就做个牵线搭桥者，上门送，上门收，工资
日结，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赚到钱了，大家在家也能待得
住，算是为疫情防控作贡献了。”杨维赞说。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居家经济
模式，避免了员工聚集出现交叉感染，也降低了企业防控
压力，对于待业在家人员也可以有些收入。”青岛江鸿工
艺品企业负责人张水萍告诉记者。

“一直以来，家家机器响，户户致富忙，是李哥庄的产业
特色，‘炕头经济’有一定基础，疫情发生以来，部分企业
或行业，出现晚开工、晚营业等情况，居家待业者增多。”
李哥庄镇流行饰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魏兆江向记者介
绍，“我们流行饰品协会将发挥协会作用和优势，派专人
统一收活、放活、结算，引导‘炕头经济’有序、高效发展，做
到防疫、生产两不误，宅在家中照样增收”。

据了解，截至目前，李哥庄镇近5000名居家待业者
通过“炕头经济”，“宅”家不停产，手工保增收。

江苏省苏州太仓市科技产业园内一家物流设施生产加工企业的全自动焊接机器人在流水线作业。 计海新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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