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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工

新华社上海 3 月 24 日电（记者周琳）截至
目前，上海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等三
大先进重点产业已基本实现 100% 复工。记者
采访获悉，这些先进重点产业的再“运转”，不仅
挖掘了新经济的韧劲，还助推不少产品走出
海外。

集成电路：为防疫物资装上“中国芯”

集成电路上下游产业链长，涉及领域广，需
要 7×24 小时不间断生产。春节期间，中芯国际、
华虹集团、积塔半导体等上海主要集成电路企
业始终保持持续稳定生产。目前上海集成电路
主要制造企业复工率均已超 99%，主要企业员
工到岗率均已超过 95%。

最近，一条 MEMS（微机电系统）热电堆红
外传感器生产线在沪建成，上海烨映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每日产能达到 5 万颗红外温度传感
器，如今已为全国 13 个省市提供了超过 280 万
颗产品。这一“中国芯”是额温枪、测温仪的核心
部件之一，为防疫物资送来了科技部件。

不仅如此，华力的存储芯片产品用于红
外测温仪及体温计；中芯国际为华为代工的
5G 芯片，保障了疫情期间的紧急通信需求；
台积电（中国）也生产许多医疗相关的设备
与仪器的核心芯片部件。上海集成电路重点
企业按照防疫需求生产的这些产品，有效缓
解了此类医用器械的芯片需求。

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力“上云”

疫情发生后，上海就对人工智能企业发
出招贤榜和动员令，征集用于疫情防控的新
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在抗疫一线建设人工
智能应用场景，并协助开展供需对接。

“别乱聚集、摘口罩，无人机正在‘看’着
你。”上海星逻智能推出了无人机智能化系统
“祺云系统”，对工地、园区复工复产情况进行
实时监督，如今已在上海部署了 15套，实现对
临港 75平方公里主城区、张江人工智能岛、虹
口消防支队管辖区域的全自动巡逻管理。自 2
月以来，共执行任务 150 余次，飞行总里程达

1200 公里，提醒佩戴口罩数百人次、发现人群
聚集现象 18次、乱设摊 20余次。

近年来，上海将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
无人仓储等作为技术产业化重点之一，相关
成果在疫情来临之际发挥了雪中送炭作用，
一些产品走出国门，服务海外疫情防控。

3 月 4 日，西井科技助力振华重工自主
研制的人工智能无人跨运车，在瑞典斯德哥
尔摩码头正式交付。该车定位精准度和控制
水平居世界前列，还可组成无人跨运车队，完
成港口中相关作业车辆的精准定位、位置追
踪、轨迹回放等功能。这是疫情发生后上海人
工智能大型装备的首个出海项目。

生物医药：出征海外，助力病毒检

测药物研发

目前，上海市企业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得欧盟 CE 认证。截至 3
月 15 日，上海累计发货 442 万人份诊断试
剂，上海出口德国、日本、韩国、沙特等地的诊

断试剂数量超过 8 万人份。
上海之江生物是首批拿到试剂检测盒医

疗器械许可证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从早期
的科研攻关，到产能爬坡提升，到现在已经扩
大了 30% 的产能，之江生物的检测盒源源不
断供应全国各地。不仅在诊断领域，之江也在
药物领域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性抗体做进一
步研究。

“2 月底，我们的检测盒拿到了欧盟的医
疗器械许可证，这个产品在欧盟的使用和销
售已经合法，企业会根据目前国际国内需要，
随时准备去调整产能。”之江生物总经理邵俊
斌说。

“疫情突发，短时间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
高科技产品奋战一线，例如消毒机器人、无人
送货机器人等。通过实战，我们累积了一批新
的应用和场景，都可以为将来产业的转型方
向提供经验。”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说，
上海已经在征集更多的新技术、新场景、新应
用，并将这些宝贵经验在以后用起来。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24
日电(记者邹大鹏、王建)49
小时，2600 公里，黑龙江省
青冈县 41 岁的贫困户刘清
战，这辈子第一次坐“专车”
出省打工。

大兴安岭南麓特困连片
区的春风仍寒，热炕头上的
刘清战却坐不住了——没活
儿干，坐吃山空，再掉“穷坑”
里就难爬出来了！

今年 2 月底“摘帽”的青
冈县，是黑龙江省最后一批
退出的国贫县之一，至今不
通火车。地少、田薄、多盐碱，
外出打工是这个传统农业县
不少乡亲脱贫的希望。

刘清战家住青冈县民政
镇文治村，家中有 17 岁的儿
子和 8 岁的女儿。这几年刘
清战去外县打工烧锅炉，每
个月挣 2000 多元，是家里
“顶梁柱”。

“刚开始宅在家里挺乐
和，心想着还能多陪陪娃，结
果越往后心里越没底。” 受
疫情影响，刘清战没活儿干
了。他正愁眉不展，扶贫干部
传来好消息，县里积极对接
浙江企业，正在发布用工需
求，贫困户优先报名。

二话不说，刘清战报了名。“爹，俺也想出去
闯。”儿子软磨硬泡，刘清战犹豫再三，答应了。

为保障务工人员安全健康上岗，县里组织
了免费体检，还有免费“专车”。“能有这好事？”
刘清战最初还不信。3 月 13 日，爷俩直奔县城，
看到 10 台大巴车在县政府门前一字排开。

一共 299 个农民工，每人一个免费“大礼
包”，迷彩服、帽子、手套、双肩包、洗漱用品以及
口罩、护目镜等防疫物资应有尽有，包里的食物
足够吃两天。

299 名务工人员中有 112 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每户还有 1000 元交通补贴和 1000 元生活
补助。“咱真的没花一分钱。”刘清战放下了忐忑
的心。

在交警护送下，车队直奔浙江几家企业，同
行的还有人社局、劳转办及医护人员等九人组
成的工作专班，负责一路协调对接和照顾务工
人员。

青冈县副县长冯晓东是随行“脱贫保姆”之
一，他深知此行“点对点”劳务输出之艰辛，省领
导送行时特意叮嘱农民工兄弟“照顾好自己、完
成好工作、维护好权益、发扬好龙江精神，务工
结束平安归来”。

“扶贫干部就是贫困户的亲人，‘送亲’路上
不能少！”青冈县县长王磊说，最担心的是很多
贫困户都没出过县，在外水土不服、技能跟不上
要求。

车队行驶在吉林德惠，专班协调的当地交
警引导护送，在空荡荡的高速路上成为一道独
特风景。坐累了，刘清战就听听歌，看看手机和
窗外风景。

从白雪皑皑的黑土地，到绿意盎然的江南，
车队终于抵达。有的农民工因坐车太久心情憋
闷、双腿肿胀，随行医护人员赶紧进行心理疏解
和治疗。

大家高高兴兴地到不同工厂参观、培训、上
岗，刘清战却遇上了烦心事。

“按企业年龄规定，儿子要在另一个工厂上
班，我放心不下，就想在同一个厂子有照应，哪
怕赚得少点。”他提出的要求让“脱贫保姆”们措
手不及。几番沟通走访，随行干部为爷俩联系了
宁波帅特龙模塑制造有限公司，并签订了劳动
协议。

“这些‘脱贫保姆’真是实心实意帮咱。”刘
清战进厂后，第一个月能挣到 4000 多元，“这回
脱贫有底气了！”他说。

“扶上马、送一程，要让这些农民工兄弟都
稳住岗，脱贫战‘疫’不掉队！”青冈县委书记杨
勇说，东西部扶贫协作“点对点”就业，破解了脱
贫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难题。

为促进农民脱贫和增收，黑龙江省 13 个部
门组成的农民工劳务输出工作专班，组织各地
采取包车、包机、专列、专厢等“一站送达”方式，
实现“点对点”精准输出。截至 3 月 17 日，黑龙
江全省出省返岗务工农民人数已达 57 . 2 万
人，占返乡总数的 61 . 5%。

“好日子不是等来的、盼来的，而是干出来
的！”刘清战已上岗多日，他让“脱贫保姆”放心，
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上海三大先进重点产业基本 100% 复工
输出抗疫“科技力” 挖掘新经济韧劲 助推产品走出去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袁汝
婷、黄康懿）2 月以来，为克服
疫情影响，湖南常德探索采用
“扶链”“统证”“支农”等方法
助力企业平稳复产、保障人员
顺 利 复 工、推 进 生 产 不 误
农时。

“扶链”保龙头企业
“满血复活”

3 月 16 日，位于常德高新
区的湖南中联重科建筑起重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联建
起）一派繁忙。“目前正全力生
产急需交货的 15 亿订单，日产
值 3500 万元。”中联建起党委
书记滕明友说。

中联建起是塔式起重机和
施工升降机系列产品制造企
业，去年销售收入突破 100 亿
元。 2 月 5 日，中联建起复工
复产。为应对产业链不能及时
恢复、供应链无法迅速补齐等
难题，常德高新区努力打通资
金、人员等堵点，防疫物资、
货物运输等难点，帮助产业链
中 2 2 家园区配套企业全面
复工。

针对湖南省内的另 27 家
产业链配套企业，常德高新
区没有袖手旁观。他们积极
协调联络，畅通企业运输渠
道，同时为一些配套企业申
请资金支持，通过线上招聘
等 方 式 帮 助 解 决 “ 用 工
难”。目前，园区还在积极
为中联建起及配套企业申
报、兑现各类惠企政策。

产业链得到全方位扶持纷
纷复工，龙头企业中联建起顿
时也“满血复活”。

“统证”保重点项目员

工到岗

3 月 17 日，湖南安慈高速
澧水特大桥建设工地，建设热
火朝天。项目常德段复工人员
中，外地复工人员占 8 0 %
以上。

“施工人员大多通过包
车或自驾来到这里，有了这
个证，少了很多麻烦。”澧
水特大桥项目施总工程师秦
涛指着胸前的上岗健康证
说，当地政府会安排务工人
员体检，给体检合格者颁发
上岗健康证，出入项目工地
等方便了许多。

为解决项目单位返岗人员
重复检测、多头管理等问题，常
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市发改
委统一监制了上岗健康证。由项目单位在确保人员健康体
检合格、防护措施到位、体温检测正常的情况下发放，项目
辖区政府为持证人员正常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一次检测，一证通行”，加上一些交通补助、包车返岗、
就餐补助等措施，常德安慈高速等建设项目，职工到岗比率
高，复工复产推进快。

“支农”保乡村经济有序推进

3 月 17 日，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
里，合作社成员夏韶山在给谷种浇水。这是合作社育的今年
第一批早稻秧苗。

今年，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承担着常德澧县
的早稻集中育秧任务。在生产基地工作的都是当地农民，土
地流转后就在家门口上班。合作社总经理黄平介绍，2 月
10 日，合作社关键岗位全部复工。

受疫情影响，合作社从湖北购买的化肥不能正常到
位，县疫情防控指挥部为合作社申请农资产品运输通行
证，从别省调运化肥的同时，改用火车从湖北运输。目
前，年前预定的一万吨化肥、一千吨农药、400 吨种子已
发货 50% 左右，逐步“零接触”配送到位，集中育苗有序
推进。

合作社成员中有 500 多名贫困户。今年，为鼓励贫困户
积极复工复产，合作社出台政策——贫困户与社里签订优
质稻订单种植合同，可以享受比其他成员每 100 斤多 2 元
的价格交粮；鼓励年纪偏大的贫困户开展旱地蔬菜种植和
特色养殖，合作社的生态餐厅优价回收，并对接其他酒店分
销；积极吸纳贫困户入社务工，平均每人每年务工费达 3 万
元左右。

在合作社农机库里，旋耕机、高速插秧机和无人植保机
擦拭一新，随时准备下地作业。黄平介绍，2019 年合作社签
订 10 万亩订单、5 万吨优质稻售罄，预计今年订单可达到
20 万亩。

新华社杭州 3 月 24 日电（记者魏董华）
记者 24 日从浙江省商务厅获悉，近期，浙江
省政府发布《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聚焦数字消费、健
康消费、汽车消费等领域，加快释放消费潜
力，将为疫情好转后释放消费需求、引领升级
消费、做大国内市场提供有力政策保障。

《意见》要求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
下，抓住疫后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机遇期，实
施数字生活新消费、繁荣商圈提能级、放心消
费优环境等“六大行动”。

《意见》涉及 16 条提振消费的具体举措，
包括鼓励杭州有序放宽汽车限购、鼓励实施

一周 4 . 5 天弹性工作制等内容。
据了解，数字生活消费、智能消费将是重

点聚焦的消费领域。“网上菜场”“网上餐厅”
“网上超市”等数字商贸新模式新业态将加快
生活服务业数字化，直播电子商务、社交营销
开启“云逛街”等新模式繁荣居家“宅消费”。

在拓宽智能消费新领域方面，丰富 5G
技术应用场景，积极开展消费服务领域人工
智能应用试点，加快研发可穿戴设备、医疗机
器人等智能化产品，加快 5G 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扩大 4K 用户覆盖面，带动 5G 智能终
端、AI智能服务新消费。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释放城乡汽车消

费潜力。鼓励杭州有序放宽汽车限购措
施，制定汽车以旧换新和下乡惠农政策，深
挖农村汽车消费潜力。扩大二手车市场流
通，拓展线上线下购车渠道等方式促进汽
车消费。

在扩大进口消费方面，支持温州、义乌
等地建设进口商品世界超市，打造永不落
幕进口博览会。探索跨境电子商务民生消
费品零售进口新模式，鼓励线上率先实现
境内外商品同款同价。

《意见》还鼓励实施一周 4 . 5 天弹性
工作制，支持有条件的机关、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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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鼓励杭州有序放宽汽车限购

▲近日，武汉各企业开始陆续复工复产，在东风乘用车公司工厂总装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人们加紧生产，时不我待。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连云港海州区锦屏卫生院党支部对汇德石英玻璃厂
进行疫情防控指导，并为企业赠送了防控物资。

连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各级党组织开展了一
场场特殊的主题党日活动，广大党员冲锋在前，争当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的宣传员、服务员、战斗员。

（郭根柱摄）

复工复产，党员在前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24 日电（记者徐海
波）截至 3月 23日，湖北省规上工业企业已
有 13155 户开工，复工率为 85%，员工到岗
人数 171万人，到岗率为 60 .3%。这是记者 3
月 24日从湖北省经信厅获得的最新数据。

湖北省经信厅牵头成立工业企业服务
专班，对主营业务收入 10 亿元以上的工业
企业建立台账。目前，湖北省原材料行业主

营收入或产值 10 亿元以上企业 103家中，
已开工 87 家，复工率 84 . 47%；医药行业
主营收入或产值 10 亿元以上企业 28家已
全部开工，复工率达 100%。

湖北还突出稳企稳链，狠抓重点产业
链有序复工，目前已协调为宝武钢铁、东风
集团、上汽通用、华为、中国信科、中韩石
化、美的等企业配套的 400 余户上下游企

业复工复产。对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公共事
业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其他涉及重要
国计民生的“停不得”企业，坚持一企一策，
分类管理。目前，湖北省重点磷复肥企业已
由 3 月初的不足 50% 提升到目前的 94%。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复混肥的日产量分别
达到 1 . 6 万吨、1 . 2 万吨、3 . 4 万吨，有力
支持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春耕备耕。

新华社深圳 3 月 24 日电（记者王晓丹）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出台了

《关于开展企业用工余缺调剂工作的通知》，
在保障企业与员工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提
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受疫情影响，深圳市部分已复工的缺工
企业和未复工的劳动力闲置企业，希望通过
“共享员工”相互帮扶。但企业和员工劳动关
系如何厘清、企业之间权利义务如何明确等
问题也给企业和员工带来了困扰。因此，此
次出台的通知旨在加强企业用工余缺调剂指
导服务力度，并规范企业间“共享员工”劳动
用工行为。

通知要求，人力资源部门要积极为企
业用工余缺调剂牵线搭桥。在落实属地防
控疫情原则下，摸清辖区内缺工企业用工
需求和劳动力闲置企业的员工存量，通过
官方网站等平台公布相关信息，实现动态
匹配，及时为企业牵线搭桥，尽力促成双方
达成协议。

根据通知，人力资源部门要做好法律政
策解释服务工作，明确用工余缺调剂不改变
劳动力闲置企业和借出员工之间的劳动关
系；指导劳动力闲置企业要与借出员工参照
人力资源部门推荐范本签订变更劳动合同协
议，明确借出期间工资报酬、社会保险等权利

义务等。
通知还明确，劳动力闲置企业不得以

营利为目的借出员工；缺工企业和劳动力
闲置企业均不得以“共享用工”之名，进行
违法劳务派遣，或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
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任。

目前，深圳市各区人力资源部门用工
余缺调剂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福田区在
“福企新十条”里对使用“共享员工”实行补
贴政策，对达成员工共享协议的，共享人数
在 10 人以上且共享时间超过一个月的，按
照每名员工 400 元给予实际用工企业一次
性支持（最高 10 万元）。

深圳牵线支持企业“共享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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