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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国铁集团”）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全国铁路各级组织
和210万干部职工闻令而动，在万里铁道线上打响
疫情防控阻击战，挺起了战“疫”的“钢铁脊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运高峰，铁路防控
形势异常严峻。国铁集团迅速下达一道道站车防控
指令：配合地方政府“封闭”车站，停开客车，暂停中
转，限售车票，最大限度防止疫情通过铁路传播蔓
延。随着疫情发展，国铁集团陆续关闭了湖北省境内
全部共97个火车站和河南省南部13个火车站，湖
北境内始发终到的528列旅客列车全部停运，极大
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车站“封闭”和列车停运后，为方便旅客退票，国
铁集团先后5次出台免费退票措施，1月21日至3
月23日累计办理退票1.42亿张。

湖北以外其他地区正在运行的车站、列车，全面
强化站车防控措施。全国铁路2337个办理客运业务
的火车站全部开展了进出站测温；列车运行途中，组
织体温抽检；实行最严格的站车消毒、卫生保洁措
施；在列车上设置应急隔离席位，发现发热旅客按应
急处置流程科学处置，至3月23日旅客列车已累计
下交发热旅客1004人。

前方站车严防死守，后方“铁路12306”的中
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
的工作人员同样在日夜奋战。除了及时调整售票、退
票策略，他们还在信息化的战场上与疫情开展较量，
运用12306大数据优势，紧急查找密切接触者，为早
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争取了宝贵时间。

疫情防控阻击战初期，湖北医护人员告急，各大
医院医疗物资告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紧
急支援湖北、驰援武汉，满载爱心的列车从四面八方
驶来。国铁集团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和单
位建立了高效的沟通联系机制，及时掌握防控人员、防
疫物资运输需求，充分发挥铁路运输大通道的作用。

高铁武汉站是医护人员、医疗物资集中到达最
多的地方，三分之一以上医护人员、医疗物资经高铁
运达武汉站，再中转至各大医院。以值班站长贾青青
为代表的33名高铁客运员组成的“头雁”党员突击
队，平均每天都要接10多趟高铁动车、转运500余
箱医疗物资。“虽然不能像白衣战士一样救护患者，
但站台就是我的战场，及时转运医护人员和物资，就
是我们铁路人对防疫战斗最大的贡献。”贾青青说。

一批批生活物资也通过铁路源源不断运往湖北
各个地区。截至3月23日，全国铁路累计运送援鄂医
护及救援人员400批11732人；向湖北和武汉地区累

计装运防控保障物资13686批30.3万吨，其中防疫
物资8033批3.9万吨、生活物资5653批26.4万吨。

随着疫情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恢复经济社会
发展正常秩序成为新的战场。铁路部门畅通大动脉，
打通人流、物流堵点，勇当开路先锋。

劳动力是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关键问题。全国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区，“点
对点”开行务工人员专列。自2月16日首趟务工专
列开行以来，全国铁路已累计开行务工专列350列、
包车厢1440辆，运输务工人员超过39万人。

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物
流是关键。“在高效运送疫情防控物资的基础上，铁路
部门加大了企业原材料、电煤、春耕备耕等经济社会
发展重点物资运输供给，主动服务政府、企业，帮助企
业恢复生产。”国铁集团货运部主任赵峻说。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中欧班列冲破疫情阴霾，
纵横驰骋，为中欧企业贸易架起畅通的桥梁。疫情期
间，中欧班列东、中、西3条通道，国内35条主干线
路，霍尔果斯、阿拉山口、满洲里和二连浩特4大铁
路口岸保持畅通和正常运转，畅通了外贸产业链、供
应链，发挥了战略通道作用。今年以来至3月23日，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671列、发送15万标箱，同比分
别增长9%、11%。

挺起战“疫”的“钢铁脊梁”
——全国铁路系统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齐 慧

3月24日，十堰市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3
月底前181个重大项目将陆续开工，总投资660.42
亿元。十堰市委书记张维国表示，要千方百计把耽
误的时间抢回来，把落下的进度补上去，把疫情造成
的影响降到最低。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帮助企
业解决复工“难点、痛点、堵点”问题，营造重点项目
接续落地的良好环境。

提供精准服务、加强政策帮扶，保障企业顺利复
工。十堰建立企业复工复产诉求响应机制，逐一解
决企业反映突出问题。针对企业员工“出行难”问
题，交通部门开通191条“点对点”直达式定制公交
线路，累计投入2644个台班，提供17.9万人次通勤
服务；落实稳岗就业政策，对首批4976家中小微企
业返还失业稳岗资金2089万元，稳定就业岗位10.5
万个；加强财政金融支撑，筹资2.5亿元市级中小企

业应急周转资金,年息由4.35%降低至2.175%；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实施灵活的水电气价格，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

龙头示范，引领企业快速复工。设立产业链信
息对接渠道，以东风商用车公司复工复产经验为示
范，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复工复产，向二三级
配套商延伸，确保全产业链供应稳定。3月份，东风
商用车公司生产汽车超过8000辆，其691家本地配
套商已全部复产。同时，该市还加强跨区域协作，大
力支持国家、省产业链配套重大企业复工复产。目
前涉及与日产、北汽、福田、上汽、广汽、长安等主机
厂配套的120余家零部件企业已全部开工。在龙头
企业产业链协同复工的拉动下，截至3月25日，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909家，复工率达97.1%，
人员返岗率达到85.7%。

全市各区县也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加强用工、
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多措并举加快在建和新开工
项目建设进度。郧西县包车接送员工返岗、专人服
务解决用地难题、资金支持项目开工建设。该县拟
定2020年重点项目融资计划90个，拟向国开行湖
北分行、农发行湖北分行和中行湖北分行融资202.2
亿元。目前，该县150个重点项目已开复工78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复工52个；预计一季度集中新开
工项目53个，总投资300.5亿元。

竹山县各主管部门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采
取主动服务的方式，相继推动4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8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33家限额以上商贸流
通企业全部复工复产。此外，该县20家省、市级农业
龙头企业，18家批发、住宿、零售、餐饮限额以上大个
体企业以及28家物流快递企业复工复产。

十堰提供精准服务、加强政策帮扶解复工难题

营造重点项目接续落地良好环境
本报记者 柳 洁 包元凯

本报武汉3月26日电 记者常理 董庆森报
道：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26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宜昌市、襄阳市稳岗就业和有序复
工复产情况。宜昌市常务副市长陈惠霞表示，宜昌在
保就业、稳岗位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精准施策、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分区分级
分类分时，有序推进道路运输复通、项目复工、企业
复产、商贸复市、工人复岗等工作，解决本地就业需
求。目前，全市公共汽车、出租车、城际班车已全部
恢复运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99.1％，员工
返岗率达84.8％。除限制类行业外，全市生产生活
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二是积极服务外出务工人员返岗。在防输出、防

输入、防扩散的前提下，采取“点对点、一站式”包机、
专列、包车等方式，解决员工返岗复工需求。目前，宜
昌市已输出劳务人员29.3万人。

三是提供就业招聘服务。建立24小时用工调
度保障机制，推行“不见面”就业服务，实行网上调
查、网上培训、网上选岗、网上招聘，一对一为“停不
得”企业选派招工专员，使企业用工需求解决率达
85％。

四是全力以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9519家企
业返还稳岗资金5128万元，稳岗29.87万个，对疫情
防控保供的42家企业发放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1272.5万元，免征全市1.7万家企业社保费5.32亿元。

襄阳市副市长刘恒友表示，襄阳有序推进就业复

工复产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3月10日以前，为
疫情期间从事生活必需品经营的商贸企业实行订单配
送，保障农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截至3月25日，襄阳
市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达90.6％，返岗率达85.8％。

第二阶段，3月12日起，襄阳市组织生活服务业
企业有序恢复经营，到25日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复工
率达80.1％，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复工率达85.5％。

第三阶段，3月15日起，重点市政施工工程企
业和房地产企业开始复工。到25日，资质以上建筑
业企业已开工复工342家，复工率达79.9％。

“目前，襄阳市已发放稳岗资金2660.78万元，
稳定岗位11.89万个，500人以上企业稳岗返还工作
正积极推进。”刘恒友说。

湖北疫情防控发布会介绍宜昌、襄阳稳岗就业情况——

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3月26日，工人正抓紧浇筑郑万高铁湖北兴山段古夫特大桥桥
墩。郑万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山段现
到岗人员1700多人，到岗率90%。

邹远景摄（中经视觉）

今天，我接到了博群食品加工厂负
责人王新停的电话，他说多亏了供电所
及时抢修，年前那批 10 万元的订单按
时交付了，客户很满意，要再订一批
货。现在，带领附近村的贫困户致富增
收，他更有信心了。

博群食品加工厂是河北石家庄高邑
县大营镇就业扶贫“微工厂”，也是县里重
点扶持的企业，主要从事果蔬干、饼干等
小食品加工。工厂规模虽然不大，但每年
能为工人带来人均1万余元的收入。

3月3日，厂里刚复工两天，两条生
产线开足马力运行，负荷激增导致用电
设备出了故障，一条生产线停运。厂子
规模小，没有专业电工，疫情期间又找
不到维修人员，生产进度跟不上，订单
不能及时交付，不仅要赔付违约金，还
影响企业声誉，这可把王新停急坏了。

我接到电话，马上带领抢修小分队
赶到现场处理。故障设备停电，做好安
全措施，重新压接电缆头……1个小时
后，故障处理完毕，厂子恢复正常生产
了。看到生产线又运转起来，王新停一
个劲儿地表示感谢。

现在，大营镇3家扶贫“微工厂”也陆
续复工了，我们供电所建立了“一对一”
工作机制，责任到人、服务到位，全力保
障扶贫“微工厂”生产用电。这几天我打
算再去一趟博群食品加工厂，检查一下
前一阵子出问题的用电设备，交代一下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看看有什么需要帮
忙的。另外，也去看看能不能在厂里收个

“小徒弟”，传授一下隐患排查和缺陷处
理基本知识，这样一来，厂子用电方面有
个小毛病、小问题就能尽快处理了。

春分过后，农民春耕春灌全面开
始。除了日常到田间地头巡视春灌供
电线路，检查排灌用电设施，我和同事
们还把资料汇总成电子版，下发到各村
供电服务微信群，利用微信群聊组织各
村机井负责人开办“网上课堂”，解答用
电疑问，进行线上服务。

作为一名基层供电所台区经理，保
障扶贫“微工厂”安全用电，为脱贫攻坚
作点贡献，我心里感到很自豪。我觉
得，当好群众的“电医生”，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

（本报记者 李予阳整理）

当好群众的“电医生”
国网河北高邑县供电公司大营供电所台区经理 路增社

本报北京3月26日讯 记者李佳
霖 郭静原报道：在26日召开的北京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
表示，1月23日至3月25日，全市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出诊服务4万余
人次，3.8万名基层社区医务人员迄今为
止实现“零感染”。

高小俊介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积极
做好院感防控，尽力满足居民日常诊疗需
求。实行进门测温、排队1米线、线上开
药方、取药无接触和常通风、勤消毒等防
疫就诊措施。同时加强全员培训，做细预
检分诊、优化诊疗流程，实施预约就诊、严
格执行诊室诊疗“一医一患”，最大限度降
低交叉感染风险。

高小俊表示，疫情发生以来，社区卫
生服务人员与街乡、村居工作人员一道，
在路口、关卡等检查站点值守，严防疫情
输入与扩散；对密切接触者、高风险人员、
来返京人员，以及集中或居家隔离期间的

人员，规范进行健康随访和健康监测，处
置异常突发疫情；对辖区复工复产单位进
行防控培训和指导等。

此外，北京市4000余个家庭医生团
队全部融入辖区社区管理网格，实现家医
团队与村（居）委会疫情防控工作无缝对
接，在辖区政府统筹下，共同落实联防联
控任务。家医团队主动公示人员信息和
电话，接受居民健康咨询；通过“身边家
医”APP、人工智能语音系统、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向辖区居民推送防控信息，开展
网上健康咨询与健康监测，提升疫情防控
的精准和高效。

高小俊说，市卫生健康委与市医保局
共同研究并下发通知，为诊断明确、病情
稳定、较长服用过同种药品的居民提供更
长期处方服务，保障患者慢性病治疗的延
续性，避免多次往返医疗机构增加感染风
险。1月23日至3月25日，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提供长期处方服务96.7万人次，
其中3个月长期处方服务37.4万人次。

北京基层社区医务人员

实现“零感染”

本报北京3月26日讯 记者陆敏从
银保监会获悉：银保监会近日印发《关于
加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金融服务的通
知》，针对企业复工复产以来，产业链上下
游部分企业面临的现金流压力，就引导银
行保险机构增强金融支持和服务，畅通产
业链资金流，提升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整
体效应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通知》包括以下6个方面内容：一
是加大产业链核心企业金融支持力
度。支持核心企业通过信贷、债券等方
式融资后，以适当方式减少对上下游企
业的资金占用，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中小
微企业解决流动资金紧张等问题。二
是优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
通过应收账款融资、订单融资、预付款
融资、存货与仓单质押融资等方式加大
对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
持。三是加强金融支持全球产业链协

同发展。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支
持“稳外贸”作用，增加外贸信贷投放，
落实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
本付息等政策。鼓励保险机构进一步
拓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四是
提升产业链金融服务科技水平。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企业提供方
便快捷的供应链融资服务。五是完善
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激励和风险控
制。对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相关授信
予以差别化安排，完善激励机制。明确
核心企业准入标准，认真审核核心企业
融资需求和贷款用途，严格审核供应链
交易背景。六是加大保险和担保服务
支持力度。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
保险机构和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产业链
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获取融资提供增信
措施，人身保险公司可适度延长保单质
押贷款期限，提升贷款额度。

银保监会印发《通知》：

畅通产业链资金流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报道：3月26
日，四川省2020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此次集中开工的1416个重大项
目，涉及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
事业等领域，总投资达7142亿元，民间投
资占全部项目总投资额的50%以上。这
批项目的开工建设，将进一步扩大四川省
有效投资，为有效应对疫情对四川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

期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四

川省委、省政府在毫不放松抓疫情防控
的同时，创造条件有力有序推进重点项
目复工开工，充分发挥领导干部联系重
点项目机制作用，切实帮助施工单位解
决工程车辆通行、务工人员返岗、建材供
应等难题，确保生产建设尽快恢复到正
常水平。

四川省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记者魏永刚、通讯员吴句兵报道：
湖北省黄梅县在帮助企业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优化流程，精准施策，推出“组合拳”为复工复产
纾困解难。

该县由副县级领导牵头，选派81个工作组
和204名工作人员，联合进驻全县119家重点
企业。成立了由县科技经信局牵头，卫健、应
急、市监、疾控等部门组成的复工复产服务及督
查工作专班，坚持“一企一策”原则，每天深入企
业指导复工复产工作，帮助企业破解难点、疏通
堵点。

受疫情影响，湖北威艾彼农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资金出现缺口，对口服务单位黄梅县税务局
获悉后，马上进行对接，仅用一天时间为其成功办
理100万元贷款。

为稳定企业用工，黄梅县落实援企稳岗政策，
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共计134.57万元，惠
及111家企业5412名企业职工，目前，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返岗率达75.05%。

此外，黄梅县还深入推进银企对接，对金融支
持企业实行“清单化”管理，做到每家企业都有银
行机构支持，目前全县累计发放贷款41949万元，
其中企业贷款44笔，金额29998万元。

黄梅：

优化流程 援企稳岗

郑万高铁
湖北兴山段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