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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经济发展 应对复杂局面

新华社南宁2月18日电（记者向志强）“请提
前扫这个二维码，一会儿下车测体温、登记就行
了”——在临近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的六钦高速中
马园区收费站，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黄
洁先戴着口罩逐个提示排队等待的司机，尽量缩
短他们的检查时间。

在这里，钦州保税港区等多家单位抽调人员
实行24小时三班倒值班，每个班12个人。“最开始
这里只有1条车道，这两天政府部门又增开了2条

‘绿色通道’。”最近天天跑港口的货车司机潘佐
声说。

有序排队通行的货车是当前钦州保税港区防
疫、复工两手抓的生动写照。在保税港区内的大榄
坪作业区，几艘货船正等待卸货，码头上卡车、叉
车往来频繁。“除了大年三十停了一个晚上外，码
头一直正常运转”，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安
全管理部经理陈亮和说，虽然疫情防控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周转效率，但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仍
然保持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1月1日至2月13日，钦州港货物
吞吐量达1020万吨，同比增长约51%；集装箱
吞吐量超34.3万标箱，同比增长约26%。

距离码头不远的广西高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厂区内，卡车把玉米等原材料从码头拉进园区，加
工成饲料后再外运出厂。“现在北方的饲料难以运
过来，我们得加班加点生产，保障下游养殖企业的
需求。”公司董事长方百发说。

这家公司刚投产就赶上疫情，无论是防护
物资还是货物通关都准备不足。方百发说，为保

障企业及时复工，保税港区管委会送来了口
罩，还对厂区进行消毒，增强了企业的防护能
力，也缓解了员工的紧张情绪。

记者在高能公司采访时，碰到前来检查的
钦州海关负责人一行。上周末公司的一条货船
到港，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海关部门临时加班
处理，使得货物得以及时过关入库。“饲料企业
很重要，疫情期间我们随叫随到。”钦州海关负
责人说。

在去年6月开通运营的钦州铁路集装箱
中心站，一趟装载着纸制品、玉米等货物的列
车缓缓驶出。受疫情影响，一些地方严格管控
导致公路物流不畅，铁路的运输作用进一步
凸显，今年以来截至2月13日，这个中心站的
集装箱办理量同比增幅达80%以上。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的一个客户是
四川的一家药企，疫情期间对于包装纸品的
需求量猛增，金桂浆公司只能求助于运力大、
运输稳定的铁路。

“我们这里集装箱紧缺，通过总部临时从
广州、昆明调了一两百个箱子过来，全力满足
企业运输需求。”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铁成说。

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张浩勇告
诉记者，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工作，
管委会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有序推进企业
复工。

“对于码头、铁路等维持保税港运营的企
业、货代公司等配套服务型企业和民生物资生
产企业，管委会提前通知企业做好准备，通过
快速审核程序优先复工，并指导企业做好防
疫、实行网上办公。”张浩勇说，商贸企业、建筑
工地等，则需根据相关规定错峰复工。

疫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帮助企业复工，
服务必须周到细致。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会成立
了多个由分管领导牵头的检查服务小组，各自
联系三五家复工企业，每周至少开展两次检查
和服务。

由于园区内的餐馆一直没开业，货车司机
们此前很为吃饭问题发愁，有的甚至好几天都

在车上吃泡面和饼干。管委会了解到这个情况
后，安排机关食堂面向货车司机提供订餐服
务。“一份饭菜15元，两荤两素，今天中午就订
了70多份”，餐厅工作人员秦小琼说。

15时，张浩勇又带着工作人员到联系企
业走访。“防疫工作到位，服务保障到位，企业
才能放心复产。”张浩勇说。

防疫保通两手抓，机关食堂向货车司机开放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服务企业复工见闻

新华社福州2月18日电（记者董建国）福建省
近期打出“组合拳”，着力打通企业用工难、疫情防
控难、交通物流难、供应链协同配套难、市场拓展
难等“五难”操作链，让企业复工复产真正落地
落实。

打开手机，扫码确认为本人后，在福州软件园
工作的程序员小陈才获准入园：“我们都有电子入
园凭证，这是有备案的企业员工专属二维码。手机

扫码，符合要求方能‘通关’。”
福州软件园内聚集了700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和数万名员工，面对疫情期间的企业复工需
求，园区搭建了“福州软件园智慧园区平台疫情
管控子系统”。“线上战疫”作战图上跳动着当日
的入园企业数、入园人数、入园车辆，实时回传
重要卡口的视频监控画面。

据负责系统开发的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曾忠诚介绍，园区内企业需通过微信、
福州软件园APP等方式进入系统，报送返岗人
员信息等备案材料，经园区管委会核查通过后
方能获得“一人一码”。截至16日，福州软件园

已审核备案复工复产企业 6 9 5家，复工 1 . 8
万人。

一些地方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口罩短缺难
题。位于宁德东侨工业园的海鸥水产公司近日
从政府方面领到了口罩、消毒水和酒精，供上班
员工使用。“目前口罩紧缺，我们全力以赴帮助
企业筹集，同时动员企业发动各方力量、协调资
源，拓宽购买渠道。”东侨经发局负责人郑家
滨说。

在厦门，百亿元量级的高科技工业项
目——中航锂电A6项目最近顺利复工。厦门
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将中航锂电的复工及防疫

保障方案精简，作为各企业的开复工“范本”。
翻开此“范本”，里面的防疫组织机构、职责、疫
情管控方案、防疫应急处理、复工安排等一应
俱全，供后续复工的数十个项目参考。园区管
委会还对园区中小企业实施房租“1个月全免、
2个月减半”的措施，预计可减免房租5 0 0 0
万元。

福建省发改、工信部门已派出指导组了解
企业复工总体情况，督促企业复工前准备工
作，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存在的原辅材料采购、
设备维修、返岗和人员防护、要素保障等方面
困难问题。

福建打通“五难”操作链，加速复工复产
抓好经济发展 应对复杂局面

▲在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工作人员视频查看运输情况（2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向志强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
电（记者任军川、朱文
哲、贺书琛）从偏远的
供电站所，到忙碌的牛
奶生产线；从企业转产
的防护服，到呼伦贝尔
草原的牛羊肉；虽身处
北疆，但心系荆楚。连
日来，内蒙古各行各业
陆续复工生产，保障能
源供应，转产医护用
品，捐献特色食品，为
早日战胜疫情提供坚
实的物质保障。

“多 一 天 坚

守，供电就多一份

保障”

“从驻站值班到
现在，我已经半个多
月没见到女儿了，不
知道她每天晚上睡得
好不好，有没有闹
觉。”这是温强在日记
中的一段话。

温强是国家电网
蒙东检修公司1000千
伏特高压鄂尔多斯站
运维班长，每天经过
这里输送的电能可以
到达北京、天津、山东
和江苏等地。

大年三十，温强
和4名同事来到场站，
开始了原定一周的值
班工作。“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为了减少
人员流动，我们5人给
组织写请命书申请留
下来。”温强说。

然而这一留，就是
20天。寒风中，温强和
同事们每8小时就要对
设备进行一次巡视。
“在这里只有手机信
号，没有电视和网络，
条件虽然简陋，但我们
多一天坚守，供电就多
一份保障。”温强说。

作为我国煤炭主
产区，内蒙古多地的
煤炭生产企业陆续复工，锡林郭勒盟19家煤炭生
产企业中已有11家企业复工，鄂尔多斯市煤炭生
产企业已有64座煤矿复工复产。在保障区内生产
生活用煤的同时，铁路部门充分发挥唐呼、浩吉重
载铁路的运能优势，将煤炭运往全国各地。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副局长张占军表示，目
前内蒙古煤炭供应正趋于正常，电力与油气生产
供应充足，能源生产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全区正
常生产煤矿达到113处，产能6.57亿吨，是2019年
底生产煤矿产能的68.3%，预计3月将全部复产复
工。”张占军说，“随着各行各业复产复工，能源需
求会逐步增加，内蒙古将全力为国家抗击疫情提
供坚强的能源保障。”

“能帮医护人员做好防护，再累也值得”

在内蒙古中煤蒙大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煤蒙大公司”）的生产车间，一袋袋聚丙
烯产品从流水线走向装运区。与以往一直生产的
产品型号不同，这批型号为Z30S的聚丙烯产品，
正是生产防护服和医用口罩的基础材料。

为缓解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控物资短
缺，中煤蒙大公司紧急调整生产计划，聚丙烯装置
首次直接由拉丝料转产纤维料，以满足下游企业
生产医用防护服的需求。

“我们在2月6日接到转产指令，2月7日下午就
生产出合格产品，预计10天内生产1万吨纤维料，
最多能保障4000万套医用防护服的材料供应。”公
司副总经理薛录召说，“这次能在一天时间内实现
成功转产，是全体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能帮医护人员做好防护，再累也值得！”包装
车间员工曹文静说。

中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也积极调整生产计
划，加班加点生产聚丙烯HT40S，陆续发往河北、
山东、天津等地的无纺布生产企业。目前，该公司
聚丙烯HT40S日均生产量430吨。

上游企业转产原材料，下游企业转产防护服。
在鄂尔多斯控股集团东泉公司生产车间，工人都
在赶制产品。然而熟练的手法并非生产羊绒衫，而
是防护服。

“为保障一线防疫人员的需要，我们紧急转产
防护服和日常防护型口罩，目前每天生产300到
500件防护服。”鄂尔多斯控股集团技术中心主任
高丽忠说。

“吃好喝好才能更好战‘疫’”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有一个叫上石槽梁的小
村。前些天，村中贫困户李闰厚和老伴杨素琼做了
一个决定，把家中储存的2吨小香米捐给红十字
会，支援防疫一线。

李闰厚介绍，过去自己是贫困户，是国家的扶
贫政策让他家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把这些谷
子捐给防疫一线，也算为防疫工作出份力。

杨素琼说，从电视看到前线孩子们那么辛苦，
身为母亲的她十分心疼。“哪怕自家省吃俭用，也
要让医护人员吃得好一点。”

自疫情发生以来，位于呼和浩特市的伊利集
团新工业园液态奶生产车间里18条生产线满产运
行，伊利集团持续投入1亿元抗击疫情，累计调拨
约150万箱产品支援抗疫一线。

蒙牛集团内蒙古和林工厂从大年三十至今持
续保持生产，员工张广福说：“多一人坚守，就能多
一分力量！”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50吨价值350万元的牛肉
正在运往湖北途中。连日来，内蒙古紧急调集包括
牛肉、羊肉、猪肉和牛奶等600吨生活必需品物资
运往湖北。

“为了能让湖北的群众吃到草原的牛羊肉，我
们紧急复工，赶制出30吨牛肉和20吨肥牛。”呼伦
贝尔肉业集团总经理程学新说，“这些肉既能炒，
又能炖，还可以涮着吃。希望湖北的朋友们吃了纯
天然草原牛羊肉可以更好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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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2月18日电（记者屈凌燕、魏
一骏、郑梦雨）2月18日上午9时，全球最大的
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新春后
首日开市。认真地打扫消杀，贴心地备上酒精
洗手液和口罩，挂上“生意兴隆”的对联，上万
名经过健康审核的市场商户做好准备，喜迎全
球客商的到来。据悉，申报系统已报名通过经
营户、采购商5万余人，预计18日市场返岗率将
达到50%，2月底可以达到80%。

精密智控确保疫情可控

通过红外体温测量通道、出示健康码和身
份证……经过一系列“烦琐”的程序，来自墨西
哥的采购商维罗妮卡松了口气。“这些流程让我
觉得很有安全感。”

来自也门的采购商汉迪进场后直奔一区水
晶饰品区看货，“每天都在盼开市，今天我一大
早就来排队了。”汉迪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放假
早，加上疫情开市迟，他的库存早就告罄了，“我
比市场商户还要着急。”

在白雪公主玩具店铺，收银台、货柜光可鉴
人，负责人张小爱仍不放心地又用消毒水擦了一
遍，“开市前我们也没有歇着，早早就通过微信、
邮件等方式和客户沟通，不少订单已经下来了。”
张小爱告诉记者，尽管线上已经成为和客户沟通
的主要方式，但是在义乌商贸城的商铺是重要的
产品展示窗口，开市首日一定要严阵以待。

看到商户、采购商分批有序入场，中国小商
品城集团副总经理张奇真悬着的心也稍微放
下。他介绍，为确保疫情可控下市场开市，背后
义乌各方通过精密智控手段，做了充足准备。

市场建成严密防控体系。先期开市的国际
商贸城一、二区共设16个入口，每个入口配备有
红外线测温仪等智能设备实时监测，被检测人
员无须停留，“即走即测”，一旦体温高于37.3摄
氏度，系统自动报警。

义乌提前运用大数据和智慧化信息平台，
所有入场的经营户和采购商通过系统申报建立

了一人一档，并生成二维码，严格核对人员信息
及轨迹以后，由各个检查点扫码测温后入场。

“让四海客商可以放心回到义乌开展经营
活动，共迎市场开门红。”张奇真说。

“停工不停单”，产业链配套服务率

先启动

记者了解到，义乌不少市场经营户都有提
前备货的习惯，因此在工厂没有复工、市场延
迟开市的情况下，“停工不停单”是一些商家的
常态。这从义乌市场运营涉及的产业链各种配
套服务，如物流、快递、电商等行业早已率先启
动可见一斑。

2月10日，“义新欧”中欧班列正式开运，中
欧陆路通道率先开通。

截至16日17时，义乌千万美元以上外贸企
业、亿元以上电商企业、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分
别达89.6%、84%和83.7%。

邮政快递企业全部复工，16日当天义乌快
递量达到惊人的900万单，在快递员工没有全部
到岗的情况下，今年2月日均单量超过去年。

为确保国际商贸城一区、二区开市后金融
服务畅通，2月18日起，一区、二区周边19家银行
32个网点将全部正常营业。

各网点将在防疫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做好结
算、支付、信贷等金融服务，特别是做好受疫情
影响较大市场经营户、商贸企业的增信贷、降成
本、强服务工作，帮助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广纳四海客商和求职创业者

值得一提的是，义乌欢迎包括采购商、外商
在内的世界各地朋友来义乌创业、工作和生活。
对初次来义乌的外籍采购商、初次来义乌求职
创业人员，确有需要的，由政府提供3天免费
食宿。

为做好返工返岗等人群的疫情防控工

作，政府还决定租用全市旅馆（宾馆）4万张
床位，供经批准的企业和单位接纳返工返
岗需隔离的人员使用（含市场经营户），吃
住费用由政府承担。

“在疫情面前，所有人都责无旁贷。只
有义乌的市场繁荣了，义乌的酒店餐饮等
服务业才能发展。”商城集团浙江银都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进明说。

记者看到，商城集团旗下的义乌海洋酒
店已在执行接待方案和疫情管控方案，根据
卫生防疫办法，酒店要实行防疫消杀、安排进
出人员测量体温、入住人员“一人一卡”等举
措，确保管理留痕、服务到位。

“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全球日用消费品贸
易中重要的一链，开市无疑具有风向标意
义。”张奇真介绍，市场申报系统已报名通过
经营户、采购商5万余人，预计18日市场返岗
率将达到50%，2月底可以达到80%。

“世界超市”

准备好了
义乌国际商贸城

新春后首日开市

▲2月18日，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户吴红英在店铺内展示领取的“生意兴隆”新春横幅。当日，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市。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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