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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力 筑牢民生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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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金链紧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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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是为了保民生，保民生也能稳增

长。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

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我国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各地区各部门在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砥砺前行、攻坚克难，努力做

好经济工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输血减负”保岗位

最近，江西吉安市广洁门窗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广婷松了口气。因为疫情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广洁门窗 1400 万元抵押贷款即将到

期，可还贷资金有一半还没着落。紧急关头，

吉安市青原区推出的 41 条助企纾困政策及

时“雪中送炭”：协调驻区银行推出无还本续

贷解困举措，贷款到期前 2 天，有关银行协助

广洁门窗办理好该笔贷款的无还本续贷业

务，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1.58 亿户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的细胞，

承载了近 3 亿农民工群体就业。在当前多重

风险挑战下，一些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遭遇严重冲击。千方百计稳

住市场主体，从税费到融资，一套套政策“组

合拳”接连发力，为一众市场主体“输血减

负”，不仅是稳增长，也是稳岗位、保民生。

稳就业，关键在稳企业。推出“降、缓、

返、补”政策“组合拳”，延续实施失业、工伤保

险阶段性降费政策，允许特困行业阶段性缓

缴三项社会保险费，提高中小微企业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标准，加力落实社保补贴、培训补

贴等政策。

化解行业危机。2 月份，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14 个部门携手推动相关政策落地，43 项

具体措施里，除了减轻税费等 10 项普惠性措

施外，还对餐饮、零售、旅游等 5 个特殊困难

行业，拿出 31 项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减轻企业负担。自 4 月 1 日大规模留抵

退税政策实施以来，至 5 月 16 日，共有 9796

亿元留抵退税款退到企业账户，加上一季度

继续实施此前已出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老政

策 1233 亿元，今年共有 11029 亿元退税款退

到了纳税人账户。

破解融资难题。4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

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

分点，将释放长期资金约 5300 亿元；疏通卡

点堵点，工信部建立重点企业“白名单”制度，

搭建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协

调平台⋯⋯

聚焦企业“痛点”和“急难愁盼”，多措并

举，市场主体应对困难的底气不断增强。数

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我国新设市场

主体在较大基数的基础上仍然实现正增长，

共新设 898.7 万户，同比增长 0.7%。

“减税降费、融资支持、消费拉动等一

系列政策的实施，有力保障了市场主体稳定

运行。”在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看

来，助企纾困，当前的核心是要减少物流堵

点，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比如，有些企业想

复工复产，但面对疫情防控压力，复工复产

的成本和风险仍然比较高，且由于供应链中

有些企业依然没有复工复产，本身产能也受

到了限制。“让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还

要继续在关键节点上去除一些限制。”盘和

林说。

多措并举稳就业

又到一年毕业季。最近，嘉兴学院商学

院市场营销专业 182 班学生赵玉凤，因为专

业素质扎实，在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习

半年后，顺利入职。“感谢学院‘3+1’应用型

商科人才培养模式，让我还未领到毕业证就

领到了工作证。”赵玉凤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就业事关广大家庭

生计，也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

支撑。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就

业形势持续承压。坚持把就业摆在“六稳”

“六保”首位，精准施策，从中央到地方，全力

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重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的重中之重。

比如，启动实施“职等你来 就业同行”百日千

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搭建全国统一、多方联

动的网络招聘平台；组织开展更多有针对性

的技能培训，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对面向脱贫

人口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经纪人，按规定给予就业创业服务

补助。

与此同时，优就业服务促匹配，强职业培

训提技能，重困难帮扶兜底线⋯⋯各类扶持

政策“大礼包”升级加码。今年以来，就业局

势保持总体稳定：前 4 个月城镇新增就业 406

万人，与时序进度基本同步；前 3 个月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市场求人倍率 1.57，环比略有上

升；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同比基本持

平，农民工特别是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中

有增。

“围绕稳就业这两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接下来还要落实落细。”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表示，他在调研中发现，

很多就业政策尽管顶层设计好，但在一些地

方却无法落地。如何进一步纾困帮扶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确保其从相关政策中获

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进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

展，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受疫情等影响，一部分群众失去了收入

来源，生活困难，对此要加大救助力度。”冯文

猛建议，疫情趋于平稳后，要提前考虑出台有

效举措，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尽快恢复运营。

织密兜底保障网

“叮咚，6.63 万元入账。”近日，江苏兴化

市戴南镇藕杭村杭池果蔬农地股份专业合作

社，收到了戴南镇工会汇去的一笔甜瓜预订

金。由于疫情影响，兴化多地农产品外销受

阻。兴化市总工会和兴化市农业农村局联合

倡议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工会会员可利用全

年 30%会费采购本地农产品。“虽受疫情影

响，但有工会组织助销，甜瓜销售不再愁了。”

杭池果蔬合作社负责人王成忠说。

今年以来，因为多点散发的疫情，一些城

市正常的生产生活节奏被打乱，一些困难群

众的生活受到影响。各地区各部门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密集出台系

列政策举措，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兜底保障网

织得更密、编得更牢。

创新救助服务。日前民政部、中国残联

联合印发相关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残疾

人两项补贴申请“全程网办”服务，进一步减

轻残疾群众出行负担，减少疫情期间人员

接触。

提升救助水平。各地密切关注、跟踪研

判物价变动情况，按规定启动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缓解物价

上涨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

加大救助力度。财政部、民政部已预拨

2022 年 中 央 财 政 困 难 群 众 救 助 补 助 资 金

1329 亿元，支持各地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比如，青海省今年 4 月以来已排查各

类 困 难 群 众 21.3 万 人 ，发 放 救 助 补 助 资 金

5062 万 元 ；山 东 省 今 年 新 纳 入 低 保 2.45 万

人，新纳入特困救助供养 0.78 万人，实施临时

救助 2.42 万人次；山西省自 3 月上旬以来，全

省累计实施临时救助 4216 人次，支出金额

568.7 万元⋯⋯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一项项有力度的

举措、一串串有温度的数字，有助于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展望未来，随着国内疫情反弹得到有力

处置，政策效应逐步释放，正常的经济秩序将

快速恢复，经济运行会很快回归正常轨道，也

必将更好惠及民生。

新药含金量不是炒作出来的
近日，“我国科学家发现新冠治

疗新药千金藤素并获专利”的消息

广为传播。“千金藤素”概念股被爆

炒大涨，之后多家上市公司密集辟

谣说自己并未进行相关研究，多只

相关概念股又随即下跌。

千金藤素到底是什么？它真的

能治疗新冠吗？

千金藤素是一种生物碱，是从

防己科千金藤属的藤本植物中提取

出来的活性成分。作为化合物的千

金藤素，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被日

本科学家成功提取。中成药千金藤

素片在国内外都已上市，有几十年

临床使用历史，主要用于肿瘤病人

放化疗所致的白细胞减少症。

此次被炒作的千金藤素专利，

并非千金藤素的化合物专利，而是

千金藤素用于抑制冠状病毒的用途

专利。2020 年 1 月份新冠疫情暴发

后，该专利发明人、北京化工大学童

贻刚教授的团队，从几千种已上市

药物中筛选出抑制冠状病毒效果最

强的一种，就是千金藤素。该团队

于当年 2 月份提交专利优先权，当

年 3 月份发表论文。此后，千金藤

素抗新冠病毒的效果被日本、美国

等多个实验室验证过。

但是，该专利只是基于在体外实

验中的发现，并没有进行临床试验，

也未经过药物新适应症审批。一个

化合物在体外实验中能杀灭病毒，

距离成为临床药物还很遥远，最终

失败率也非常高。比如，去年有份

专业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从 2011 年

至 2020 年的 12728 个项目，发现药

物开发项目从 1 期临床到获得美国

FDA批准上市的成功率平均为 7.9%，所需时间平均为10.5年。

童贻刚团队的发现，只能说明千金藤素是个有潜力的候

选药物。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就拿千金藤素当新冠治疗“新

药”进行概念炒作，实在莫名其妙。

那么，千金藤素有开发前景吗？有含金量吗？

筛查老药以治疗新疾病，是一种常见的低成本、高效率的

药物开发模式“老药新用”。一个全新药物需验证能否安全地

用于人体，要耗费漫长研发时间并承担巨大风险；而老药已经

过安全性验证，只需确认其对新适应症有效即可，这会大大缩

短药物开发时间，也能提高成功概率。

不管是新药研发还是老药新用，临床试验都必不可少，且

耗资巨大。据了解，童贻刚团队目前还没找到愿意合作开发

的药厂，而一家加拿大药企已与美国 FDA 接洽开展千金藤素

治疗新冠的临床试验研究，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启动。

千金藤作为中草药历史悠久，唐代药书《本草拾遗》中就

有记载。但千金藤素由日本科学家提取，千金藤素治疗新冠

的临床试验或许也要被加拿大药企抢先。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青蒿素。药学家屠呦呦从东晋医书

《肘后备急方》中获取灵感，其所在团队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成

功提取了青蒿素，后来成为治疗疟疾特效药。但我国当时对

知识产权重视不够，1977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公开了青蒿素

的化学结构。此后，国外制药公司在我国公开的核心技术基

础上，经过再开发，大量申请青蒿素外围专利。我国是青蒿素

原创国，却未成为青蒿素类药物产业链的龙头老大，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遗憾。

中 医 药 在 我 国 有 几 千 年 历

史，从中药验方中提取、发现有疗

效的化合物，是一条切实可行的

新药研发道路。但在资本市场爆

炒概念，炒不出千金藤素的真正

含金量。要在中药宝库里挖掘真

正的“金矿”，还需要更多科学家

投入艰苦的基础研究，也需要更

多药企拿出真金白银投入临床

研究。

一踏入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石泉经开区的深鲨

食品产业园，就能闻到阵阵菜香。生产线上，工人

们忙个不停，将一筐筐洗净的茄子、黄花菜、杏鲍

菇等加工成受市场欢迎的预制菜和自热火锅。

“对实体企业来说，资金链特别重要。只有强

有力的金融支持，我们才能克服疫情等因素冲击，

生存下来、发展起来。”该产业园创办人、深鲨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勇颇为感慨。

2019 年下半年，陈勇的企业开始对外销售产

品，但很快就遭遇新冠肺炎疫情，2020 年 2 月至

6 月工厂无奈停工。“当时企业亏损很大。”陈勇

说，好在石泉农村商业银行提供了上千万元的贷

款，当地政府帮助解决数百万元的纾困资金。账

上有钱，企业生存和发展也就有了底气，陈勇按时

兑付了农户的采购款和员工工资。

疫情反复，给不少企业经营增添了变数。近

期，陈勇的企业有一批价值 200 万元的冷链货物，

在运输途中因为时间耽搁而坏掉了。幸亏银行推

出“无还本续贷”服务，同时降低了一定的利率，帮

助其渡过难关。“无还本续贷”业务旨在为企业续

贷提供便利，对流动资金周转贷款到期后仍有融

资需求，又临时存在资金困难的小微企业，经其主

动申请，银行可以提前按新发放贷款的要求开展

贷款调查和评审。对符合相应条件的小微企业，

由银行通过绿色通道等形式进行审核，合格后为

其办理续贷手续。

据了解，为多渠道、多方位缓解企业资金困

难，西安市组织开展中小企业融资项目对接会、融

资服务进园区等“银企对接”活动，推进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

农行陕西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贾林

科说，对于因疫情封控原因到期无法偿还的线上

小微信贷业务，通过线下方式予以展期；对因封控

管理、参加疫情防控原因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的个

人贷款客户、信用卡透支客户、农户贷款客户，通

过设置宽限期等方式，合理延后还款时间，宽限期

内客户不计入违约名单。

陕西云易油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小

微企业，前不久面临贷款到期、还款资金时间错配

问题。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曲江支行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积极引入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陕西省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为其提供短期流动

性支持业务，助其顺利完成还贷续贷。这是政府、

银行、担保机构以及政府融资担保基金联手破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有益尝试。

西安市工信局副局长孙远昆表示，西安还将

持续实施“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能力提升工程”，鼓

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敢贷、愿贷、能贷、

会贷，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的贷款便利度。

“疫情让不少企业的原料、人工、运输等成本

上升，面临不小的资金困难。”西北政法大学商学

院教授王静认为，解决企业资金链难题的关键是

在供应链上精准施策，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结合

自身特点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王静建议，银行

可提前对接贷款将到期企业的资金安排和融资

需求，掌握企业复工复产的订单情况，设立贷款

到期客户还款宽限期和线上调查流程规范，在降

低风险的同时为企业纾困；有关部门也应鼓励制

造业大型企业将中小企业纳入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 ，带 动 中 小 企 业 优 化 生 产 经 营 、增 加 供 应 链

订单。

5 月 20 日，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 1 号”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

海造船有限公司交付运营。“国信 1 号”船长 249.9 米，排水量 13 万吨，载重量 10 万吨，设 15 个养

殖舱，养殖水体近 9 万立方米，以“船载舱养”模式开展大黄鱼、石斑鱼、大西洋鲑等名优鱼种养

殖，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 3700 吨。

张进刚摄（中经视觉）

□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进一步提升中小企

业的贷款便利度。

□ 鼓励制造业大型企业将中小企业纳入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动中小企业优

化生产经营、增加供应链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