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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4 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位医护人员伸手触摸刚刚发芽的柳枝。随着气温升高，春意在武汉的枝头上萌动，花朵渐次开放。 新华社记者费茂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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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
平日前致电韩国总统文在寅，就近期韩国发
生新冠肺炎疫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韩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中韩是守望相
助、同舟共济的友好邻邦。韩国政府和社会各
界此前纷纷向中方抗击疫情表达关心慰问并
提供大量帮助，文在寅总统特别强调中国的
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习近平指出，疫情没有
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韩方目前遭受的疫情和
困难感同身受。中方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
援助，支持韩方抗击疫情，愿同韩方携手合
作，早日共同战胜疫情，维护两国人民和世界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高度重视中韩
关系发展，愿同文在寅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

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
平日前致电伊朗总统鲁哈尼，就近期伊朗发
生新冠肺炎疫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中伊是全面战
略伙伴，两国人民传统友好。伊朗政府和人民
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真诚友善的支持和帮
助。为帮助伊朗抗击疫情，中方向伊方提供了
一批抗疫物资，派出了志愿卫生专家团队。中
方愿同伊方加强抗疫合作，并继续向伊方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伊朗政府和人民一
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国家主席习
近平日前致电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就近

期意大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向意大利政府和人民表示
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相互支持、合作
共赢始终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主旋
律。值此意方困难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
支持意方抗击疫情的努力，愿开展合作，提供
帮助。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
战。只要中意两国以及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就
一定能够共克时艰，早日战胜疫情，共同护佑
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康宁。今年是中
意建交 50周年，我相信在携手应对疫情的努
力中，中意传统友谊将更加坚固，合作内涵将
更加丰富。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

平 3 月 13 日致电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近期欧盟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向欧盟及各成员国人民表示诚
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不久前欧盟及
成员国以多种形式对中国疫情防控表达慰问
和支持。团结就是力量。当前形势下，中方坚
定支持欧方抗击疫情的努力，愿积极提供帮
助，协助欧方早日战胜疫情。中方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愿同欧方在双边和国际层面
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
生安全，保护双方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
欧关系发展，愿同欧方一道努力，深化中欧四
大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世界和
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就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分别向韩国伊朗意大利总统及

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委会主席致慰问电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切 事

新华社记者徐海波、李伟、李思远

春风拂过，荆楚大地万物
复苏。

湖北省卫健委 3 月 14 日通
报，湖北省 13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4 例，连续三天保持个位
数；同时，新增疑似病例数首次
为零。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正发生
积极向好变化。在严格防控的基
础上，湖北厉兵秣马，着手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

“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
能松，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要抓紧。”近段时间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就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3 月
10 日，他在湖北考察工作时明
确提出，要在加强防控的前提
下，采取差异化策略，适时启动
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件的
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抓实抓细，经

济发展精心推进

3 月 14 日，湖北麻城经济开
发区，湖北腾欣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调试机器、检查材料、清点货
品后，车间又响起机器轰鸣的声
音。十几名工人身穿工作服，戴着
口罩，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繁忙
而又井然有序。

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11
日发布通告，提出全省以县域为
单位，划分低、中、高风险区，实施
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企业分类
分时有条件复工复产，推进人员
安全有序流动。

位于疫区中心武汉东南面的
“中国光谷”，一些企业正在加班
加点开足马力生产。

厂房内，信号灯闪烁，高度自
动化的设备平稳运行，不时有技
术人员巡视。作为国家存储器基
地的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公
司，也一直没有停产。“企业备足
了原料，基本保持计划进度在生
产。”公司董事长杨道虹说。

中国光谷是我国乃至世界重
要的光电子产业基地。“稳住中国光谷，就稳住了我国的光电
子信息业，也稳住了湖北的高技术产业。”湖北省经信厅厅长
王祺扬说，目前，湖北优先推进防疫必须、生活必须、农业生产
必须、科技含量高用工少的企业复工复产。

复工复产关乎生计。一边严密防控，一边有序生产。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面临的一道重要课题。

消毒，登记，测体温，戴手套、头套、护目镜……“全副武
装”之后，记者进入武汉正源高理光学有限公司厂区。再换鞋、
穿上除尘服，风淋除菌除尘，才能进入工厂的“心脏”——光电
码盘生产线。

“从 2 月中旬复工以来，所有员工均采取封闭管理，避免
感染风险。”公司总经理胡利军介绍，产业园区公共食堂尚未
开业，公司临时建设了厨房和餐厅，为了避免人员用餐时飞沫
传染，餐位间用纸板隔开。

复工特事特办，政策“雪中送炭”。
3 月 12 日，湖北省印发《湖北省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从金融支持、降本减负、稳岗就业、经济循环、
扩大投资、春耕生产、保障民生、营商环境等 8 个方面，出台了
30 条具体措施。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好。

这次疫情，短期内会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
会影响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湖北，按下复工复产“启动键”，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回归正
常轨道。

不负春光，播种希望

3 月 14 日一早。武汉市江夏区梁子湖畔，新特水产养殖
场老板周虎和 8 名村民，正在鱼池里起网捞鱼。

渔网在水里轻轻地拉动，水面溅出银白色的水花，随着
渔网逐渐收紧，不时有鱼儿跃出，银鳞闪动，周虎脸上洋溢
着笑容。

“今天早上起的 1 万多斤鲜鱼，马上送往武汉几家大型超
市。”周虎说，进入 3 月份以来，鲜鱼销售逐渐恢复正常。目前
正在抓紧打捞成鱼，趁着大好春光，投放鱼苗，开始新一年养
殖计划。“希望今年能有个好收成。”

在养殖场不远处的山头上，几枝樱花正在吐蕊。
在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市黄土岗镇，蜂飞蝶舞，大地回暖，

阵阵拖拉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山区的宁静。戴着口罩的农机手
正在熟练地操作，一处处杂草被铲除干净，一行行的泥块被翻
耕松软。

“现在正是适宜育苗的好时机，这一批苗子如果卖得好，
能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正在翻耕菜地的郭方东介绍，村里正
按照 5 天栽植 2 万株优质油茶嫁接苗的计划，组织村民分批
下田抢工时。

为了帮助农民赶上春天的脚步，湖北围绕“人、车、技、物、
钱”五个方面，出台和转发了“农 7 条”“农 9 条”“农 20 条”等
多项政策举措，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两
不误。

防控不松，农事不误。小龙虾是潜江的大产业，农民增收、
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今年潜江虾稻共作养殖面积 85 万亩，
已有 9 成以上的虾池复工。仅 3 月 13 日一天，位于潜江市后
湖管理区的中国虾谷小龙虾交易中心，发往上海、江苏、浙江、
贵州等十余个省市的小龙虾就达 180 吨。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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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余俊杰、王希、董瑞丰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受疫情
影响，一些原本经济基础薄弱的群众陷入了
困境。如何强化兜底保障工作，防止因“疫”致
贫、返贫，维护困难群众切身利益？

14 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
闻发布会，由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有
关负责同志就强化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
底保障工作介绍情况。

强化困难群众兜底保障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会不会影响
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我们不会因为疫情问题，而影响今年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落实。”财政部社
会保障司司长符金陵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表示，尽管一季度财政收入受到阶段
性影响，但我国经济规模大、潜力足、韧劲
强，财政收入规模较大，调整的潜力和余地
也比较大。

一系列沉甸甸的数据，可以印证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兜底保障政策的落实——

截至 3 月 13 日，全国各级财政安排的疫
情防控投入已达到 1169 亿元。

中央财政目前已提前下达了 1030 亿元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地方统筹安排

用于困难群众生活保障。
今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增加医疗救助资金

规模，目前已经下达医疗救助资金 261 亿元。
截至 2 月底，全国低保支出 303 亿元、

临时救助支出 29 亿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支出 6 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 7 . 6 % 、
19 . 4% 和 26 . 6%。

这些资金是老百姓的活命钱，一分一厘
都要精准分配、管好用好。如何确保“好钢用
在刀刃上”？

对此符金陵表示，财政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尽快下达今年剩余的困难群众生活
保障资金，进一步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
保障任务重的地区以及财政比较困难的重
点地区倾斜。在加快拨付进度的同时，还将
加强资金监管。

落实直接救助 纾困疫区人员

疫情发生以来，由于采取交通管控等措
施，滞留在武汉等疫区的部分外地人员生活
上遭遇困顿。

针对此部分困难群众，符金陵介绍，按照
滞留时间、当地生活成本等，由急难发生地给
予直接救助，所需资金由地方统筹使用中央
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和地方安排的资
金来统一解决。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说，对滞
留武汉的外来人员，民政部门目前主要有两
种方式救助：一是提供临时的住宿、饮食等帮
扶；二是对受疫情影响找不到工作又得不到
家庭支持，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外来务

工人员，可以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主要是发
放现金补助的方式。

据悉，2 月 22 日，武汉市出台了《关于
开展滞留在汉外地旅客临时生活救助的通
知》，对生活困难人员一次性给 3000 元的补
助。2 月 27 日，又出台了《疫情防控期间滞
留在汉的外地人员服务保障工作实施方
案》，提出了对外地滞留在武汉人员的一系
列帮扶救助方案。

截至 3 月 13 日，武汉市共设置 69 个安
置点，累计安置 4843 人，累计向 5839 人发放
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金 1609 . 8 万元。困难群
众可通过社区和街道申请救助，也可以拨打
武汉市和各区的社会救助服务热线，还可以
在线通过二维码申请。

足额补助、应保尽保：“兜底”各地

各类困难群众

据民政部初步统计，今年 1 月至 2 月共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16 . 9 亿元，约有 3100 万
群众受益。

据刘喜堂介绍，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民政部采取了
及时足额发放各类补助、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加大对新冠肺炎患者及受影响家庭的救助力
度等措施。

“一些人原本可以外出就业，受疫情影
响出不去了，家庭收入可能就降到低保标准
之下，要将他们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
围。”刘喜堂说。

同时，民政部门正在简化社会救助

程序，适当下放救助审批权限，让困难群
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困难群众申
请救助可在窗口或线上办理，缩短时限，
也可通过电话申请、咨询，入户调查可采
用视频等方式，资金发放都是直接打到
银行卡上。

“比如重庆近期出台措施，对困难群众中
的患者，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2 倍按月发放
临时救助金。”刘喜堂说。

对于散居特困人员、居家隔离的孤寡老
人、孤儿以及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有关部
门也对他们的生活保障做了专门安排，要求
及时报告、妥善照顾、加强主动探视。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困难群
众受疫情影响较大，原有的脱贫攻坚兜底保
障任务更重了。”刘喜堂说，民政部为此专门
部署安排，聚焦重点地区和人群，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兜底保障。

刘喜堂表示，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
儿、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要及时足额发放
补助。对于受疫情影响比较重的地区，还要进
一步增发生活补助，例如在湖北的上述困难
人员，城市按照 500 元的标准、农村按照 300
元的标准给予生活物资救助。

符金陵介绍，财政系统将延长公益性岗
位政策的实施期限，研究开发一批新的公益
性就业岗位，对就业困难的人群提供帮扶。
同时，进一步发挥扶贫资金带动作用，大力
支持农村劳动力务工就业，增加收入，努力
减轻疫情对困难群众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兜底”困难群众，“真金白银”知多少
同 心 战“疫”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纸坊街道龙山观花点创意种
植的“相守一生”油菜花景观。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陕南：油菜花开美如画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油菜花竞相

绽放。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杭州：油菜花开春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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