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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复工指南发布5.0版，进一步放
宽企业复工管理条件；建立复工复产复
市工作协调机制，指导协调解决跨部门、
跨区域、跨领域重大问题；制定《上海市
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上海市加强部门协同、市区联
动，聚焦瓶颈难点，实行“一行一策”“一
企一策”，助企纾难解困，推动复工复产
和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从“小生产”转向“大生产”

2月19日，上海建立复工复产复市
工作协调机制，由18个市级部门、16个
区共同参与，将工作重心逐步从应急防
疫物资“小生产”转向全市复工复产和经
济运行发展“大生产”。1个多月来，上海
已连续召开10多次复工复产复市视频
工作会议，加强统筹推进，形成问题“发
现—解决—反馈—督查”的工作机制。
各条线发挥主体作用，各区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市。

部门协同，形成了上海复工复产复
市工作合力。市发改委会同市经信委、

财政局等部门推动惠企“28条”落实落
细，在企业减负、优化政务服务、企业技
改专项补贴等方面加大力度；市国资委
出台市属国企免租金实施细则，目前市
属企业集团和各区属国企减免租金合计
超过50亿元，惠及6万多家中小企业；市
住建委按照轻重缓急、分批分区域原则，
推动152项重大工程复工。

各条线按照“管行业、行业管，管系统、
系统管，管单位、单位管”原则，编制“一行
业一指引”，已出台147个行业规范指引。
上海市复工复产复市工作协调机制组织8
个督查组，对全市各区进行督查，发现解决
企业难题。此外，复工复产复市工作专班
会同市委督查室，每天分四路到各区督查，
发现问题报市委推动解决。

上海还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重
大项目，加强统筹协调，加快项目落地，
促进先导产业引领发展、传统产业赋能
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势。3月
31日，在2020年上海市重大产业项目集
中签约暨特色产业园区推介活动上，总
投资约4418亿元的152个重大产业项
目集中签约，26个特色产业园区和60平

方公里产业新空间正式发布。签约的项
目主要涉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将
为上海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目前，上海在建的重大工程项目复
工率超过95%。”4月10日，上海市发展
改革委一级巡视员王扣柱在上海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了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上海市政府还制定了《上
海市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进一步推进重大项目开复工。

为“产业链”畅通“微循环”

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总裁李刚介
绍，企业在2月10日复工后，遇到物流运
输和上游供应商尚未得到复工批复等难
题，在上报市相关部门后，很快得到批复，
两周内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目前，上海
ABB公司工厂产能基本恢复，在建的
ABB机器人上海新工厂也已正式复工。

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难题的是上海市
经信委、发改委、商务委会同江苏、浙江、

安徽相关部门建立的长三角复工复产复
市协调联动机制。上海已为3省协调了
271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复工，3省也为上
海相关企业的243家配套企业协调了复
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上海加快实施长三角区域产业链备
品备件供应商计划，对企业急需的石化、
钢材、纺织、电子等原材料及关键零部
件，开展区域协作供应，有力支持了全国
产业链供应链的快速恢复。

上海还加强重点企业协同配套，如推
动潓美医疗紧急开工生产支援武汉，帮助
企业协调遍及长三角地区以及广东、湖南
等地的100多家供应商复工复产，保障了
1000多台呼吸机及时发往武汉；支持为
广东贝尔康、江苏鱼跃提供额温枪测温芯
片的企业紧急复工生产，为安徽、江苏等
地提供熔喷布等紧缺口罩原料；协调广东
等零部件生产企业，为上海巨哥电子提供
测温仪电磁阀等零部件；等等。

上海还推动大中小企业有效协同、
产供需有序衔接、内外贸有机贯通，鼓励
重点企业率先复工，带动产业链上中小
企业积极复工。 （下转第二版）

推行“一行一策”“一企一策”——

上海协同推进复工复产复市
明媚春日，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冲乎

尔镇旅游产品创客空间木雕坊里，摆放着造型各
异的木雕制品，胡正凯正在埋头雕刻。“用特色木
雕展示本地特色风情和文化，两方面特色加在一
起，就是市场潜力。”这名手工艺人介绍，他在创
作之余，还对农牧民进行培训，帮助贫困户通过
制作简单的木雕产品增收。

除了木雕，冲乎尔镇旅游产品创客空间还经
营特色食品、民族刺绣。眼下，在整个阿勒泰地
区，通过推进产业扶贫，农牧民健步走上增收路。
与此同时，乡村产业也在悄然重构。

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新疆惠诚中草药
种植科技有限公司的进驻，为当地农牧民拓宽
了种植新领域。“甘草不怕风吹，特别适合在沙
土地里栽种。”公司总经理王文新告诉记者，去
年来哈巴河考察并注册了公司，引导农户在萨
尔塔木乡库尔米西村等村庄种下甘草、黄芪、板
蓝根。

通过政策引导、示范引领，哈巴河县中草药
种植迈向规模化。从全地区规划看，到 2025
年，将力争实现中药材规范化、标准化种植基地
面积达到50万亩，努力建成特色中药材驯化繁
育规范化、标准化示范基地，让一株甘草长成致
富“仙草”。

“地上一把伞，地面一层毯，地下蓄水湾。”哈
巴河县还发挥利用沙棘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作
用和其经济价值，做强沙棘产业。新疆康元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县风沙源建设了2万亩沙
棘基地，并带动农户种植沙棘，开发生产沙棘产
品。公司副总经理王晓瑜介绍，去年销售额达到
8500万元，连续3年实现翻番。

与种植业一样，阿勒泰地区牧业也在变身。
吉木乃县有座万驼园，集骆驼饲养繁育、饲草种
植、旅游观光于一体。项目运营方新疆旺源万驼
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英俊介绍，政府部门与企
业合作，项目建设投入了扶贫资金，每年向贫困户
分红，还吸纳劳动力就业。

米拉木别克·阿依提克是吉木乃县恰勒什海
乡牧民，一家人都受益于万驼园项目。他和妻子
在万驼园打工，还在项目建设所在地开了一间小
商店；另外，他们在空余时间还制作民族刺绣。“一
年下来能挣10来万，去年就买了小汽车。”米拉木
别克·阿依提克说。

在带动牧民增收的同时，万驼园还收获了生态效益。“项目建在半荒漠
化地带，三面是沙漠，通过建设饲草基地，阻止了沙漠‘牵手’，未来还将发展
观光旅游。”吉木乃县政协党组书记杨绍彬表示，万驼园项目让一峰骆驼“驮
载”多项产业，沙漠之舟变身产业之舟，带动全县从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
业转变。

中药种植、骆驼产业、旅游商品、民族乐器、特色食品、乡村旅游……
新疆阿勒泰地区通过推进脱贫攻坚，走出了发展新路，乡村产业正发生
质变。扶贫不是负担，而是深入挖掘发展潜力，找准乡村产业新方向，这
已成为阿勒泰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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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4月11日电 记者李
己平报道：吉林省人民政府11日发
布公告，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靖
宇、大安、通榆、安图、汪清正式退出
贫困县序列。至此，吉林8个贫困县
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根据中央和吉林省相关政策规定
的贫困县退出程序，靖宇、大安、通榆、
安图、汪清先后通过县级申请、市级初
审、省级实地核查和第三方评估。评
估结果显示，5个县（市）综合贫困发生
率均低于0.34％，远低于国家2％的标
准，贫困人口漏评率、脱贫人口错退率
均远低于国家标准，群众认可度均在
97％以上，超过国家90％的要求。5
个贫困县（市）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吉林省共有8个贫困县。经吉

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和龙市、镇赉县、
龙井市3个贫困县（市）已于2019年
4月脱贫摘帽。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发力，发挥财
政资金和金融杠杆作用，做大扶贫资
金“蓄水池”；因村施策谋划产业、因户
施策落实项目、因人施策推动就业；开
展专项排查整治，全力以赴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截至2019年
底，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剩余
10063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07％。

下一步，吉林省将通过实行“滴
灌式”精准投入，制定“一对一”帮扶
措施等方式，实现剩余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同时，通过建立防止返贫监测
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等，巩固脱贫成
果防止返贫。

吉林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原本以为办证照要等好几天、跑好
几趟，没想到材料提交后，1个工作日就
办好了各种手续，真是便捷。”提起前几
天到河南省濮阳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营
业执照证书、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事，
河南悦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先
生很是满意。

为推动政务服务更加便利高效，自3
月19日起，濮阳市在行政服务中心推出

“一件事”综合窗口，围绕企业和群众关注
度高、办件量大的开办超市、餐馆饭店、药

店、美容美发店等30项“一件事”，将需要
办理的证照、提交的材料等整理成一张材
料清单，群众只需跑一次、到一个窗口即
可办完，进一步提高了办事效率。

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推进
经济发展，濮阳市委、市政府按照国家“精
准施策、分区分级”要求，自2月中旬起大
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制定出台《濮
阳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
稳健康发展二十条政策措施》，涉及税收和
房租减免、企业融资、用工对接、援企稳岗
等方面，推动企业尽快实现平稳发展。

企业出现用工困难，当地政府及有
关部门组织实施“点对点”包车接送，对
入厂员工实施“健康绿码”管理，“一人一
码”，共发放13.1万个“健康绿码”。目前

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返岗9.8万人，复
产率达93.3%。

针对中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遇到的
资金瓶颈，该市提前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多渠道提供贷款支持，依托市级智慧金
融服务平台，开通线上对接、线上审批

“绿色通道”，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截至
4月6日，濮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已为
757家企业发放贷款59.29亿元，有效解
决了企业融资难问题。

重点项目建设是地区发展的重要动
能。濮阳市实施十大重点项目工作专班
和市级领导分包重点项目2项重大举
措，加快推动 103 个省市重点项目建
设。开通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大
力推广“多评合一”“容缺审批”模式，最

大限度提高项目审批效率。仅今年前2
个月，濮阳市就为76个新开工项目办结
各项审批手续564项。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濮阳市还
精心挑选优秀干部担任重点企业首席服
务员，实行“一对一”精准帮扶。2月28
日，首批40名首席服务员到企业报到；3
月2日，第二批498名首席服务员到企业
报到。538名首席服务员深入到全市
538家“四上”企业，切实帮助企业解决
防护物资缺乏、工人不足、资金周转难等
问题，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截至4月9日，濮阳市累计复工复产
企业4173家。其中，工业企业累计复工复
产1785家，64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目前
已复工复产608家，基本实现应复尽复。

河南濮阳：

“一 件 事”只 需 跑 一 次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段利梅

左图 国家电网山东莒南供电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临沂35千伏壮岗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铁塔组立对接工作。连
日来，围绕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全力保障电网运行安全稳定可靠。 张竣寓摄（中经视觉）保供电 促复工 右图 4月9日，国家电网浙江德清供电公司的智慧巡检机器人在德清县110千伏秋山变电站巡视户外高压设备。当地
引进智能化设备提高变电站工作效率，为复工复产提供用电保障。 王 正摄（中经视觉）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 凯 沈则瑾

本报讯 记者马维维报道：近
日，黑龙江省103个“百大项目”集中
开工，同步带动市、县415个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开工，全省总投资额超1
万亿元。

据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黑龙江“百大项目”
总投资 100 亿元以上项目 19 个，
50亿元以上项目45个，10亿元以
上项目达到186个，产业项目占比
近50%。

为加快项目建设，黑龙江省专门
成立重大项目办公室，搭建统筹协调
服务平台，出台《推进“百大项目”办
事不求人“八办”措施》和实时调度
制、按期会商制等“六制”措施。同
时，还建成“百大项目”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把“百大项目”调度指挥中心打
造成为黑龙江省政府推进“百大项
目”参谋部。据介绍，接下来黑龙江
省将紧盯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和
资金到位率，通过卫星图斑、银行资
金流水、土地供应等措施跟踪项目进
展，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
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
早达效，尽快形成投资实物量。

黑龙江省以“百大项目”储备为
载体，积极做好稳投资工作。据介
绍，今年黑龙江省项目总数将达到
500个，比去年增加390个，涵盖基
础设施、产业、民生、医疗卫生等补短
板重点领域，年度计划完成投资超过
2500亿元，总投资、年度计划投资均
比上年增加近1倍。

黑龙江“百大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