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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山东济宁：以“智造”赋能稳增长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杨兆锋

福建各地与国际友城——

齐心抗疫 并肩作战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重庆与60多个国际友城——

仁义善举 感人至深
本报记者 吴陆牧

点滴之爱汇成友谊长河
今年初，为助力中国

抗疫，众多国际友城曾第
一时间向江苏省伸出援
手。如今，江苏各地对疫
情严重的友好城市伸出
援手。

江苏省向日本爱知
县、福冈县、大阪府，韩国
全罗北道、首尔市、大邱
市、全罗南道、忠清南道捐
赠的40万只一次性医用
外科口罩，每一个捐赠箱
上都写着“守望相助，同舟
共济”八个大字，传递出江
苏与这些城市人民携手抗
击疫情的决心。

这样万里驰援的故
事，在江苏各地几乎每天
都在上演。

3月 4日，江苏盐城
悦达集团携手东风悦达
起亚等企业，紧急筹备5
万只医用口罩，用最快的
速度支援韩国大邱抗疫
一线。3月21日，泰州硕
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意大利、荷兰两国的
泰州友好城市、友好交流
城市捐赠了6000人份的

核酸检测试剂盒。5月22日，镇江市捐赠的125
箱合计10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顺利通关，
运抵德国友城曼海姆市。

在收到江苏捐赠的1万只N95口罩、5000
套防护服、5000副医用护目镜后，德国北威州卫
生部长劳曼专门致函江苏，表达诚挚谢意。他
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两省州能够携手互
助，共克时艰，延续这份友谊。江苏的无私捐赠，
漂洋过海，跨越洲际，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

3月17日，一场跨国远程医疗活动在江苏省
中医院展开，江苏专家与德国中医药学会专家连
线，共享中医药防治经验。3月18日，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的专家也以视频连线形式，与巴基
斯坦、伊拉克、西班牙、英国、希腊、黎巴嫩、美国等
7国的医疗专家分享了抗疫经验。

“江苏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现在我
们的友好城市正面临困难，我们要给予力所能及
的帮助，希望友城早日消除疫情。”江苏省涉外防
控协调组副组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一级巡视员
黄锡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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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福建省密切关
注全球疫情形势，积极开展对外援助。自3月份起，
福建省通过提供物资捐助、视频连线交流战“疫”经
验等方式，帮助国际友城和友好组织抗击疫情。

3月20日，福建统一调拨价值近250万元的医
用N95口罩和普通医用口罩，捐赠给日本、韩国，
以及欧洲和东南亚等11个疫情严重国家的20个
国际友城；5月18日，福建再次调拨价值213万元
的医用N95口罩和普通医用口罩，捐赠给疫情期
间向福建省伸出援手的友城和组织，包括巴布亚新
几内亚政府及东高地省政府，巴西塞阿腊州、圣卡
塔琳娜州，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泰国孔敬府、老挝
琅勃拉邦省、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等。

除此之外，福建各城市也积极开展对外物资捐
助。福州市向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各捐8万只一
次性使用医用口罩、4万双一次性医用手套和
1000副医用护目镜，向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捐

赠7万只口罩、500套防护服；厦门市向墨西哥捐
赠2万只医用防护口罩，向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市捐赠5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民间捐赠方面，福
耀集团旗下河仁慈善基金会向其美国工厂所在地
俄亥俄州捐赠10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3万副护
目镜、1万套防护服和1万双鞋套。

福建为国际友城和友好组织提供的不仅是防
疫物资，更有防治疫情经验。自3月下旬启动远程
国际防疫医疗合作以来，福建已联合国际友城、驻
外使领馆、海外社团、中资机构等举办了13场视频
连线交流活动。累计参与活动的中外防疫医疗专
家近200人次，在线参与互动人数超过3800人。
福建医疗专家以精湛的专业水平与外方医疗专业
人员和各界人士分享他们在援助湖北以及抗疫一
线的工作经验、疫情防控和临床诊断的有关做法，
并详细解答各类问题，受到了外方与会人员的高度
肯定和好评。

近日，120多箱防疫医疗物资从重庆市启运，
承载着重庆人民的祝福驰援日本水户市和广岛
市。这批由重庆市捐赠的医疗物资包括医用防护
口罩、医用防护服以及额温枪等，以此支援友城抗
击疫情，回馈互助情谊。

重庆市与广岛市于1986年缔结为友好城市，
与水户市于2000年缔结为友好交流关系城市。

“在重庆抗击疫情初期，日本各友好城市及时伸出
援手；如今，得知日本的友好城市防疫物资短缺情
况后，重庆倾囊相助。这种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
深厚情谊令人感动。”日本驻重庆总领事渡边信
之说。

重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疫
情发生以来，重庆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分批
开展对外捐赠。3月11日向疫情严重的韩国实
施了第一批捐赠；3月19日向韩国、意大利、伊朗

实施了第二批捐赠；4月份，开始向新加坡、白俄
罗斯、美国等26个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实施第
三批捐赠。

截至目前，重庆已先后向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
家在内的40个国家的61个城市实施捐赠。据了
解，重庆捐赠的物资包括医用口罩141.68万只、医
用防护服及隔离服7.44万套、医用手套12万双、医
用防护面罩1.66万个、护目镜2500副、鞋套及靴
套2万双、额温枪3190个等。

国际社会对重庆对外援助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多国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多个国际友城向重庆
市发来感谢信。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表示，“重
庆人民所给予的诚挚慰问及仁义善举，充分体现了
比邻而居的韩国与中国、首尔与重庆的友谊深厚。
期待经过共同战‘疫’，共克时艰，两地友好关系及
交流合作更上一层楼”。

近日，记者在位于山东济宁高新区的鲁抗医
药制剂园区101车间看到，偌大的厂房内只有寥
寥几人在巡检。“公司自动化设备在此次疫情期间
发挥了‘顶梁柱’作用，破解了职工未能及时返岗
困境，确保了生产满负荷运行。”车间党支部书记
巩敦柱指着生产线上的自动化设备说。

作为我国重要的抗生素生产基地，鲁抗医药
生产车间目前已全部恢复生产，产能全部释放。
疫情之下，企业订单不降反增，在鲁抗医药董事
长、总经理彭欣看来，这主要得益于智能制造的超
前布局，再加上企业产业链相对齐全，使运行效率
大大提升。眼下，感受到智能化改造带来成效的
鲁抗医药，正对标国际领先水平，投资1000万元
再次对关键工序实行智能化升级改造。

疫情防控时期，受复工人数不足等瓶颈制约，传

统制造业面临严峻考验。济宁市一批经过智能化提
升的企业，通过“智造”赋能，运用科技力量，促进生
产、防疫两手抓，在抗击疫情中大显身手，在同行业
中率先复苏，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的一支“劲旅”。

主营轻型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
务的邹城珞石科技山东公司，连日来接到20余家
公司的合作意向，要求实施装备智能化改造提升，
以期解决疫情防控带来的“用工难”。“目前，XB4、
XB7等机器人生产线已全线满负荷生产。”珞石科
技山东公司副总经理王双说。

此外，济宁市还积极引导工业互联网服务机
构，不断丰富相关产品和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山东中煤工矿物资集团在亿矿云平台基础上
二次开发，上线了“工业互联网疫情防控系统”。
该系统可实现人员信息快速采集、员工健康状况

监测、追踪员工行程节点、自动生成统计分析报表
等功能，企业及相关监管部门从后台随时可以查
看企业员工在岗人数、体温状态及当前位置等，极
大地整合了信息资源、减少了人员集聚、提高了工
作效率。

“面对疫情，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存在用
工难，但对智能制造企业来说，智能化改造则大大
摆脱了产业链、供应链对人的依赖，有效克服了复
工后‘用工难’，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据济宁
市工信局副局长蒋金键介绍，根据走访调研分析，
济宁市智能制造企业率先站稳脚跟，成为稳增长
的重要支撑。蒋金键表示，今后济宁将继续加速
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实施一批可复制推广
的应用项目，引领更多企业走上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道路，以新动能激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北京6月5日讯 记者黄俊毅从国
务院扶贫办获悉：截至5月31日，今年贫困
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已超过去年，扶贫龙头
企业和扶贫车间基本复工复产，消费扶贫行
动开局良好，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基本建立，东
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深入
开展，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氛围浓厚。

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25个省份已外
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750.7万人，相当于去年
外出务工总数的100.79％。52个挂牌督战县
2020年已外出务工273.42万人，相当于去年
外出务工人数的107.45％。中西部22个省
份扶贫公益岗位安置418.49万贫困人口。

扶贫项目开工方面，截至5月31日，中
西部22个省份已开工项目37.36万个，开工

率89.92％。
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复工复产方

面，截至5月31日，中西部22个省份扶贫龙
头企业已复工27960个，复工率98％，吸纳
贫困人口就业81.31万人。中西部22个省份
扶贫车间已复工28660个，复工率98.6％，吸
纳贫困人口就业37.16万人。

消费扶贫行动方面，截至5月31日，中
西部22个省份共认定52190个扶贫产品，涉
及1532个县和19223个供应商。

建立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方
面，22个中西部省区市和东部的辽宁、江苏、
福建、山东认真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系统录
入工作，新识别脱贫不稳和边缘人口46.91
万人，较去年摸排数净增加19.16万人。

前5月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超去年
中西部22个省份扶贫项目开工率近九成

本报讯 记者黄平 李治国报道：6月5
日上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沪苏
湖铁路开工仪式”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标志
着沪苏湖铁路正式进入开工建设阶段。当
天，上海、江苏、安徽也为各自的铁路段开建
同步按下“启动键”。据悉，这是长三角一市
三省首次联合举行重大项目开工活动。

沪苏湖铁路东起上海市，途经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沿太湖南岸西至浙江省湖州市，
线路全长16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为
双线高速铁路。全线共设7个车站，其中，上
海虹桥站和湖州站为既有车站，其他为新建
中间站。

沪苏湖铁路是连通上海、苏州、湖州等长
三角城市的重要铁路运输通道，一路穿越江
南水乡，沿线密布众多景点，将形成一条具有
浓郁江南水乡特色的休闲旅游黄金线。

沪苏湖铁路建成后，将与宁杭高铁、在建
的商合杭高铁南段和湖杭高铁衔接，与今年
年内力争开工建设的通苏嘉甬铁路相连，成
为长三角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和环太
湖轨道交通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完善
长三角高品质快速轨道交通网。

沪苏湖铁路投资总额约380亿元，计划
建设工期4年，项目建成后将委托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提速

沪苏湖铁路开工建设

本报兰州6月5日电 记者李琛奇从甘
肃省税务局获悉：今年前4个月，甘肃省累计
新增减税降费57.73亿元，其中，2020年出台
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
策新增减税降费30.06亿元，2019年年中出
台政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 27.67
亿元。

今年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甘肃省税务系统围绕“六稳”“六保”，聚焦优
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接触式”办税要添力、
数据服务大局要尽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力
的“四力”要求，确保各项政策红利及时惠及
广大纳税人。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永前说：“疫情期间，金川公司享受

各项税收减免1.15亿元，社保减免7900万
元。购进的口罩、防护服和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生产设备共1200余万元，已全部一次
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捐赠的500余万元物资也享受了税收
减免政策。”

张掖市大弓农化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化除草剂生产和销售的中外合资高新技术企
业，因疫情影响，物流中断，产销不畅，企业资
金链紧张，经营困难。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
的快速落地增强了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公
司总经理陈宏说：“1月份至4月份，公司共享
受税费减免909.46万元，其中享受优惠政策
完成退税813.9万元，及时缓解了生产经营
资金困难，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前4个月新增减税降费逾57亿元

甘肃确保税费优惠及时落地

本报北京6月5日讯 记者李佳霖 常
理报道：在5日下午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
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宣布，6月6日0时起，
将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
二级调至三级，并相应调整防控策略。

4月30日北京将应急响应级别调至二
级以后，继续坚持高标准常态化防控策略，疫
情无异常反弹。“目前来看，虽然全球疫情短
期内难以有效控制，但国内防控屏障稳固，本
土疫情已基本阻断，市民防范意识得到加强，
境外输入风险可防可控。综合考虑全国和北
京情况，北京市已具备响应级别从二级下调
至三级的条件。”陈蓓说。

据介绍，三级应急响应级别将持续一段
时间，防控策略及相关措施将分步推进并视
情况动态调整完善。北京市解除湖北（含武

汉，中高风险地区除外）人员进京民航、铁路
购票和公路进京证限制。同时，湖北（含武
汉）进京人员不再实行14天居家或集中观
察，对正在居家或集中观察人员解除观察。
武汉进京人员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再进
行二次核酸检测；未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
京的，须进行核酸检测。

陈蓓表示，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三级
后，北京市仍面临境外、京外病例输入风险，
不能排除发生零星病例甚至出现局部聚集
性疫情的可能。仍要严格入境进京人员医
学观察和核酸检测；严格中高风险地区来京
人员管控措施；严格发热就诊人员等高风险
人员管控；严格医疗卫生系统常态化防控和
医院感染控制；严格落实“应检尽检”“愿检
尽检”；及严格公共交通体温检测和公共场
所测温验码、严格社区常态化防控等措施。

北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下调至三级
将分步推进疫情防控策略并动态调整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疫情
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文化旅游专场）日前
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深圳
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基本均已恢复对外开
放。除因按规定暂停相关业务的旅行社
外，文化、广电、体育企业以及旅游景区、星
级酒店、文化娱乐场所等已基本复工复
产。《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文化
企业健康平稳发展的若干措施》同期发布，
旨在共同帮扶文化企业渡过难关，促进文
化旅游市场复苏。

据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文斌介绍，
《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2条，从全面落实应
对疫情政策措施、强化文化产业政策支持、优
化文化企业服务、强化文化金融服务、引导培

育新业态发展、加强产业发展支撑、推动减轻
企业负担等方面，提出了帮扶文化企业渡过
难关的一系列举措。其中，在加大企业融资
支持方面，将联合建设银行合作设立的文化
创意产业特色银行，为深圳文化企业提供
100亿元专项贷款额度支持。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还重新修
订了体育赛事资助、俱乐部资助与奖励、体
育企业贷款贴息等多个体育产业专项资金
资助方向的具体操作规程、评审细则和审
计监督管理办法等，在5月25日至6月14
日期间，受理今年第一批高端体育赛事资
助、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资助奖励和体
育企业贷款贴息资助申请，资助资金将超
过1亿元。

星级酒店入住率逐步恢复

深圳加快文体旅游业复工复产

本报北京6月5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截
至6月5日，全国已收获冬小麦达1.7亿亩，麦收
进度过半，较常年提早3天左右，黄淮海主产区机
收率超98%。全国冬小麦机收从5月28日起进
入高峰期，已连续9天日机收超1000万亩。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四川、湖北、安徽已收
获完毕，河南过八成，江苏、陕西过四成，山西、山
东过两成，河北麦收已经启动。今年全国4万多
个农机服务组织和 300 多万农机手投入服务
一线。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总体看，今年机收启
动早、形势稳、秩序好、进展快。虽然受疫情影响，跨
省作业联合收割机比往年有所减少，但由于各地机
具保有量充足，通过提前细化供需对接等措施，促进
人机地匹配，引导机手在本地作业或在临近市县跨
区作业，有力保障了麦熟有机收、机手有收益。

同时，夏管、夏播随即展开。各地正陆续开展
“三夏”全程机械化生产现场演示、田间日等活动，
推广秸秆还田离田、免耕播种等绿色高效机械化
技术，提升“三夏”生产质量和效率。

全国麦收进度过半全国麦收进度过半
黄淮海主产区机收率超98%

芒种时节，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太阳乡小麦进入成熟期，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村民们利用晴好天气，
在田间收割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史港泽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