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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7月23日电 记
者耿丹丹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
冠肺炎救治专家组副组长陆晨23日
表示，此次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生
健康委与自治区组建的联合专家组
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目前，整个
救治工作平稳有序、科学高效，收治
的确诊患者多数病情平稳。7月22
日，已有一例重症型病例转为普通型
病例。

“截至7月22日24时，全市已累
计采样超过1626442人份。”乌鲁木
齐市政府副秘书长尚玉岚说，随着人
员力量的增加和检测能力的提升，乌
鲁木齐核酸检测工作快速推进。目
前，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已全覆盖完
成核酸检测，水磨沟区和高新区（新市

区）全面铺开，其他区（县）正在进行采
集检测前的人员统计、物资调配等准
备工作。

“今天有16例处于医学观察中的
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同时又
新增24例无症状感染者，这说明全市
免费核酸检测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乌鲁木齐市卫健委主任张卫说，通过
核酸检测筛查，一些散发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被及时发现，这对控制疫情
非常有利。

7月22日0时至24时，乌鲁木齐
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其中
16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截至7月
22日24时，乌鲁木齐市现有确诊病
例80例，无症状感染者77例。

新疆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多数病情平稳
乌鲁木齐疫情高风险区已完成核酸检测

本报北京7月23日讯 记者李
佳霖报道：在23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高小
俊表示，北京将有序增加面向外地预
约挂号服务，114和京医通预约挂号
平台开放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预约
挂号。

高小俊介绍，北京将逐步扩大病
房收治患者数量，三级医院床位使用
率控制在85%以下，二级医院控制在
80%以下。适度开放儿科、产科家属
陪护；逐步开放患者家属探视，探视时
间应限制在半小时左右，鼓励和引导
视频探视交流。

高小俊说，北京市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优先安排号源满足北京市医联体
内基层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地区贫困
旗县医院的院际间转诊，对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原则上以远程会诊为主。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坚持非急诊全面预
约和实名制就医，三级医院分时段预

约诊疗要精确到30分钟以内。
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方面，人

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委员、副主任
贺同宝介绍，6月末，北京市人民币存
贷款余额 2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7.7万亿
元，同比增长8.9%。信贷重点支持小
微民营等薄弱环节以及受疫情影响较
大行业。普惠小微贷款、民营经济贷
款同比分别增长22.7%、11.4%。

据统计，截至7月中旬，北京有
1000余家体育健身场所持续开放运
营。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介
绍，北京将逐步恢复赛事活动举办。
目前，低风险地区允许举办 500 人
（含组织服务保障人员和观众）以下
规模的体育赛事活动，举办500人以
上规模的体育赛事活动须经属地政
府和疫情防控领导机制审核评估。
除北京冬奥会测试赛等重要赛事外，
原则上不举办其他国际性体育赛事
活动。

北京有序增加面向外地预约挂号服务
将逐步恢复体育赛事活动举办

本报北京7月23日讯 记者吴
佳佳报道：2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公布了《关于持续做好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
确，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按照规定设立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未经本机构培训
并考核合格，不得授予抗菌药物处
方权。

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加强
感染性疾病科建设，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按照规定设立感染性疾病科，
并在 2020 年底前设立以收治细菌
真菌感染为主要疾病的感染病区或
医疗组，将收治主要细菌真菌感染

性疾病的能力以及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管理作为感染性疾病科建设的重
要内容。同时，要重视做好使用新
上市抗菌药物、联合使用抗菌药物
及出现抗菌药物多重耐药的病例的
会诊工作。

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地结合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进一步加强临床检验
实验室建设。三级综合医院、传染病专
科医院以及县域内1家综合实力强的
县级医院，要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其他二级以上医院逐步达
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
条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立感染性疾病科
用一根曲线来勾勒上半年外贸外

资的走势，能在二季度看到明显的反
转。这个走势与人们的实际感受相契
合——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以及一系列稳外贸稳
外资政策措施出台落实，外贸发展有所
回稳，外商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趋好。

从上半年外贸数据看，出口自4月
份以来连续3个月正增长，进口6月份实
现正增长，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4.24
万亿元人民币，下降3.2%。其中，出口
7.71万亿元，下降3%，进口6.53万亿元，
下降3.3%。

外贸回稳得益于一系列稳外贸政
策措施的出台和落实，特别是国家在完
善出口退税、增加外贸信贷投放、加大
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增设跨境电商综试
区等方面支持外贸发展，切实为企业纾
困解难，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表现为国际
市场布局更加优化、国内区域布局更加
均衡、民营企业活力持续增强、出口商
品结构持续升级、一般贸易展现较强韧
性、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主要
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等特点。

广大外贸企业迎难而上，创新发
展。民营企业积极发挥灵活性和适应

性强的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出口增长
3.2%，好于整体6.2个百分点。对此，商
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
易研究所副所长竺彩华认为，民营企业
作为第一大外贸主体逆势增长4.9%，
占比升至45.1%，充分展现出民营经济
对市场的高度适应性和发展韧性，更反
映出我国外贸企业正在疫情压力下加
速转型升级。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是另
一大亮点。跨境电商企业发挥无接触、
交易链条短、海外仓等独特优势，支持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触网上线，跨境电
商零售出口增长28.7%。市场采购贸
易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市场主体活力不
断激发，出口增长33.4%。这为外贸企
业应对疫情冲击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
稳外贸的重要力量。

从外资方面看，上半年我国营商环
境持续改善、防疫抗疫成效显著等因素
在稳定外商投资预期和信心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7月16日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20年1月至6月，全国实际使
用外资4721.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3%，降幅较一季度收窄9.5个百分点、
较1月至5月收窄2.5个百分点。

4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今年首次
实现正增长，5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7.5%，6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7.1%。二季度我国实际使
用外资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的一
季度回调明显。上半年外资在华投资
不仅没有撤退，而且随着中国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外商对华投资
预期和信心稳定趋好。

今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吸收外
资继续保持较高增速。1月至6月，高技
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9.2%，其中，信息服务、检验检测服务、
研发与设计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0.9%、
8.7%和35.7%。而在主要投资来源地
中，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实际投入外
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2%、7.8%和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同比增长2.9%；东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同比增长5.9%。

外资对华信心得益于中国疫情防
控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更得益于营商
环境的不断优化。以自贸试验区为例，
作为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1
月至5月全国18家自贸试验区实际使
用外资602.5亿元，其中，原12家自贸
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518.7亿元，同比

增长18.4%。商务部近期调研显示，外
资企业认为，自贸试验区最具吸引力的
3项因素分别是：政府服务高效、贸易便
利化、投资自由化。这些领域也是自贸
试验区一直以来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与往年相比，我国吸收外资呈现新
的特点。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
副主任张菲表示，一方面，招商引资方式
模式发生变革，更加注重运用新科技进
行“云招商”。另一方面，把外资大项目
和高质量项目作为“稳外资”的重要抓
手，各地方竞相出炉“外资重大项目库”，
加快和推进外资重大项目的落地。与此
同时，继续缩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落
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加大开发
区、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外资产业集聚
平台的开放创新，继续改善我国营商环
境，稳定外商对华投资预期和信心。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疫情仍在全
球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际需求
大幅萎缩，贸易壁垒明显增加，我国外
贸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同
时，影响外商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
较多。实现全年稳外贸稳外资目标任
务任重道远，这更需要聚力“六稳”“六
保”，继续狠抓各项政策落实。

外贸有所回稳 外资信心增强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订单
被取消或延期，我们无法参加境外展
会，新订单签约十分困难。再加上国际
物流运输不畅，即使有订单也出不去。”
天水川旭进出口公司负责人的一番话，
道出了许多外贸人的心声。

甘肃省商务厅外贸处负责人介绍，
为帮助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影响，省商务厅
多次深入企业开展调研，了解到全省外贸
企业出口产品转内销意愿较强，但也碰到
诸多困难。例如，一些企业产品是根据国
外市场需求和特点设计生产的，现在转
内销，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或改造；还有

一些外贸企业反映，缺乏国内市场营销
经验和专业团队；一些产品转内销涉及
品牌商标问题，需要得到外方授权。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
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甘肃
省商务厅按照要求将在加快转内销市
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障、搭建转内
销平台、发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精准
对接消费需求、提升转内销便利化水
平、做好融资服务和支持、加大保险支
持力度、加强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具体
举措。“我们将确保新出台的各项政策
措施更加精准有力，全力稳企业、稳就

业，帮扶外贸企业渡难关，稳住外贸外
资基本盘。”甘肃省商务厅副厅长任福
康介绍，具体而言，就是出台扶持政策、
搭建平台、举办系列促进活动。扶持政
策，即利用财政政策支持企业参加线上
展会、入驻电商平台等；搭建平台，即通
过“电商+直播+商超+展会”模式，帮助
外贸企业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对冲
外需下滑影响；促进活动，即组织内外
贸企业对接会、线下特卖展销、线上展
会以及开展线上直播等。

自疫情发生以来，甘肃省商务厅已
经帮助不少外贸企业利用国内渠道实

现销售，特别是指导农产品出口企业通
过线上广交会、国内电商平台转内销。
5月中旬，酒钢天成彩铝出口巴西1200
吨铝卷因巴西国内多地封城、客户停
产，最终利用国内渠道销售了300吨产
品。在相关政策扶持和帮助下，兰州亚
盛、甘肃储恒源、陇南良源、天水峻泽等
农产品企业加速出口转内销。其中，兰
州亚盛出口转内销已达1200万元，甘
肃储恒源苹果出口转内销超过500万
元，陇南良源出口孟加拉国的5万吨苹
果订单，由于口岸关闭现已全部转到线
上平台销售，及时挽回损失。

□ 本报记者 李琛奇

甘肃多举措支持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

本报大连7月23日电 记者苏
大鹏从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
悉：在对7月22日大连市出现的1例
新冠肺炎本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进
行流调排查过程中，23日大连市又发
现 2 名确诊病例和 12 名无症状感
染者。

根据当前疫情情况，大连市甘井
子区大连湾街道、西岗区香炉礁街道
工人村社区已升级为中风险地区，并
将根据疫情情况和变化适时进行
调整。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连
说，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精准防控要求，经辽宁省疫

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大连市建立以街
道（乡镇）为防控单位，科学划定疫情
风险等级，以社区（村）为单位精准划
定防控区域范围，明确不同风险等级
地区的防控策略，做到精准防控、有
效防控。

另据介绍，23日晚国家卫生健康
委组建的18人专家团队已经抵达大
连市，并立即开始工作，指导大连市疫
情防控工作。据了解，专家团队的成
员均经历过武汉、北京新发地疫情防
控，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目前，辽宁
省卫生健康委也已组建50人流调队
伍、10人消毒队伍和8支核酸检测队
伍，驰援大连市疫情防控工作。

大连两地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团队抵达大连

本报北京 7 月 23 日讯 记者
常理报道：7月23日，国家防总副总
指挥、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黄明主持
召开会商部署会，与水利部、自然资源
部、中国气象局、国家粮储局会商研判
雨情水情灾情，视频连线安徽、湖北、
江西、湖南、河南等地应急管理厅，专
题部署进一步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和生活救助工作。
6月1日主汛期以来，财政部、应

急管理部先后向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份紧急拨付
9.3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
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储局
向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云南、四川
等省份累计调拨8批次价值6674.3万

元中央防汛物资，有编织袋、玻璃钢冲
锋舟、橡皮舟、救生衣、防汛帐篷、拖车
式移动泵站、汽油发电机等，支援地方
抗洪抢险；向安徽、江西、贵州、湖南、
广西等省份累计调拨7批次13万件中
央救灾物资，有帐篷、毛毯、毛巾被、折
叠床等，全力支持各受灾地区做好受
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等工作。

本报北京7月23日讯 记者吉
蕾蕾 郭静原报道：据气象预报，未
来4天我国西北、西南、江南、江淮将
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将有
大暴雨。对此，国家防总副总指挥、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主持会商会，对长
江、淮河、太湖当前防御工作和黄河、
海河防汛准备工作进行针对性部署。

一是统筹精细调度三峡水库。
在确保干流堤防安全的前提下，尽
可能降低三峡水库水位，为应对后
期可能出现的洪水留足防洪库容。
二是毫不放松抓好淮河洪水应对，
抓紧排水入湖入江，统筹考虑水库
和蓄滞洪区运用，做好后续洪水应
对准备。三是继续加快太湖洪水外

排，努力降低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
加强环湖大堤等重要堤防巡查防守，
确保安全。四是统筹调度龙羊峡、小
浪底等北方河流水库。统筹防洪安
全、水资源利用、水沙关系等因素，将
龙羊峡、小浪底等水库调度得更精
细。五是做好黄河海河流域防汛准
备工作。

本报北京7月23日讯 记者乔金
亮从农业农村部获悉：7月23日，农业
农村部再派8个工作组，赴安徽、江苏、
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等省
份开展救灾指导，并制定印发长江中下
游种植业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意见，指导
各地灾后生产恢复。此前，农业农村部
已派出抗洪救灾工作组。

工作组将深入抗洪救灾一线，实地
查看受灾情况，指导落实灾后生产恢复
各项措施。一是推动农业生产恢复。指
导地方加大机具调度，抢排田间积水。
加强早稻收割机和烘干机具调配，抢收
抢烘早稻，确保颗粒归仓。引导农民扩
大双季晚稻种植，因地制宜“早翻晚”，加
快播栽进度。同时，指导各地做好畜牧、
渔业灾后生产恢复。二是做好动植物疫
病防控。指导灾区继续做好消毒灭源，
加大河道湖泊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理溺
亡畜禽，确保不发生疫情。指导做好草
地贪夜蛾、水稻“两迁”害虫监测防控，减
轻病虫危害。三是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会同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完善农业灾后
生产恢复技术方案，帮助协调解决所需
物资调剂调运等实际困难和问题。

农业农村部

再派8个工作组指导生产恢复

本报讯 记者曾金华从财政部获
悉：中央财政20日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
救灾资金8.3亿元，支持江西、湖北等12
省份受灾地区用于修复水毁水利、农业
生产设施，购置灾后农业生产所需物资，
尽快开展灾后重建，及时恢复农业生产
生活秩序。

据悉，加上今年5月下达的用于安全
度汛资金4.6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已累计
安排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12.9亿元，
用于支持各地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

中央财政下达农业生产
和水利救灾资金8.3亿元

未来4天多地将出现强降雨

南方加快洪水外排 北方做好水库调度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

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7月
22日，深圳龙华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举办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共建
产业区块链联盟，携手打造国家级区
块链创新中心和具有大湾区一流竞争
力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在区块链产

业发展方面，龙华成立深圳市龙华区
区块链产业促进会，出台《龙华区关于
建设区块链先行试验区的行动方案》，
并选取“区块链+企业数字化管理”

“区块链+公共健康”“区块链+BIM
（信息模型）”3个场景先行先试，加速
构建区块链产业生态体系。

深圳龙华区与腾讯共建产业区块链联盟

7月23日，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浪拔湖镇红堰湖村，救援人员在传递石袋。当日，红堰湖村东洲堤段发现一处沙眼群
险情，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立即组织人员抵达现场进行抢险。目前，险情已得到控制。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