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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何宗渝)新冠肺炎疫情给复
工复产带来挑战。记者在重庆采访了解到，近 1 个
多月来，重庆以推动龙头企业、重大项目复工复产
为牵引，着力疏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堵点，并针
对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资金链紧张等痛点出台多项
扶持政策。截至 3 月 31 日，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全
部复工复产，大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超过去年同期
水平，各项扶持政策覆盖数十万家企业，经济活力
有效恢复。

全力以赴抓龙头、保重点

L3级自动驾驶车型量产、逸动 PLUS 车型预
售 16 天销量破万、林肯首款国产车型“冒险家”下
线……长安汽车近日捷报频传，多项既定目标如期
实现。

“我们复工复产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供应链中
断，关键时刻我们梳理了涉及 200 多家配套企业的
复工复产需求清单，在各级政府部门支持下，我们的
供应链快速打通，目前产能已全面恢复。”长安汽车
总裁朱华荣说。

“企业复工复产如同人体机能的恢复，我们首先
推进龙头企业和规上、限上企业及重点项目复工复
产，‘骨架’就立起来了；再沿着产业链、供应链推动

上下游企业开工，‘血脉’就通畅了；随着近期大量
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活力就释放出来了。”重庆
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说。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明月峡长江大桥项目是
重庆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记者在作业现场看到，
两个桥墩挺立江中，600 多名工人在紧张忙碌。
“相比疫情前，我们的工人数量不仅没减少，还增
加了 5%，我们有信心在 4、5 月把疫情耽误的进
度补回来。”重庆东环线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宁远
思说。

据统计，截至 3 月 31 日，今年重庆安排的
924 个市级重大建设项目中，557 个续建项目已
全部开工，一季度新开工项目 136 个，比计划开工
项目多出 36 个。

靶向施策疏堵点、破难点

达丰（重庆）电脑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笔记
本电脑代工企业之一，2 月 16 日复工后由于大量
员工无法返岗，给生产带来较大影响。“在政府部
门帮助下，我们在 5 天内新招了近 1 . 5 万名工
人；目前我们的在岗员工超过 3 万人，日产量从去
年的 9 万至 11 万台增长至目前的 17 万台。”该公
司副总经理汤庭杰告诉记者，疫情耽误的产量有

望在 5 月份全部补回来。
记者采访了解到，面对疫情导致的企业员工

返岗难、产业链中断等各种困难，重庆相关部门从
用工、配套、物流等方面靶向施策，逐步化解了各
种堵点、难点问题。

重庆龙润汽车转向器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何德龙说，企业复工之初，原材料供应问题迟迟得
不到解决。“我们向璧山区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后，
90 多家本地配套企业在一周内就全部复工生产，
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一季度我们的产值增速
达到 20%。”

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介绍，为
便利企业复工复产，两江新区派出 300 多名“企
业服务员”进驻企业开展“一对一”服务；企业
提出任何需求，“企业服务员”就会当场协调解
决，或上报管委会、列入“作战图”，再由各方
统筹解决。

精准扶助抚痛点、促发展

复工之初，重庆綦江康田齿轮有限公司经营
副总经理宋小波颇为苦恼：疫情导致资金回笼减
慢，严重影响了企业运转。“但在相关部门协调下，
我们仅用 3 天就从重庆农商行获得了 250 万元的

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他说，有了这笔
“复工资金”，企业正开足马力生产，各类齿轮月产
量达到 8 万件。

记者了解到，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重庆陆续
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20 条、做好实体经
济金融服务 24 条、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2 条、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 40 条等政策措施，
着力抚平企业痛点、促进企业发展。

据统计， 1 月 25 日以来，重庆各银行机构
已审批同意 8698 户（次）中小微企业贷款“临
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涉及金额 605 亿元、免
收逾期罚息 4000 多万元；融资担保机构已对接
4419家企业授信 40 . 3 亿元，为 1552家企业减
免担保费 669 . 1 万元；对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 征收增值税，预计将为 10 万余户小规模纳
税人减税 8 亿元；减免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
工伤保险费，预计将为 16 万家企业减负 101 亿
元……

“我们在疫情期间联合银保监部门拓展了以
纳税信用换取贷款信用的‘银税互动’项目范围，
截至 3 月底已累计为 7865 户企业和个人投放
27 . 21 亿元信用贷款。”重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处
处长沈轶说。

抓“龙头”疏“梗阻”抚“痛点”
重庆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大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超去年同期

（上接 1 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
出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首
次写入“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如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创造美丽经济，让美丽成为

竞争力、生产力

水晶如此璀璨，污染却又如此肮脏；
有灯亮的地方，就有加工厂；这曾是 30
万人的生计，这是无数人想逃离的家
乡……

浦江“治水馆”，记载着产业转型的
变迁。2000 年前后浦江水晶产业最鼎盛
的时候，大小作坊遍及城乡，“母亲河”变
成了“污染河”。

浦江县委书记程天云说，他们一手
抓铁腕治水，一手抓产业转型，水晶企业
总数由原来的 2 . 2 万家缩减至 505 家，

但税收从整治前的 3000 万元提升到去
年的 1 . 35 亿元，实现产值 60 . 2 亿元。

曾经小作坊扎堆的浦江虞宅乡，如
今民宿、花海渐成规模，去年接待游客
126 万人次，旅游收入 6500 万元。“善待
大自然，大自然就会回馈你。”副乡长金
逍宏说。

深蹲，是为了更高起跳。推动农业经
济转型，倒逼工业经济提升，孕育三产新
业态，镶嵌在绿水青山中的浙江，站在高
质量发展新风口。

浙西南山区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华
东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白鹤村畲族
大姐徐海惠家，野生蕨菜、笋干、四季豆
等 80 多种蔬菜被腌制好，装进小碟子，
线下游客青睐、线上畅销全国。

在青山碧水环绕的杭州转塘“云栖
小镇”，一批互联网企业来此落户，集聚
上百家云产业链企业，信息经济正在绿
水青山间孕育。

西部茂林翠竹、山清水秀，中部田园
小城、宜业宜居，东部古镇悠悠、传唱千
年，北部丝绸鱼米、湖泊众多……浙江各
地发挥自身优势，巧妙嫁接绿色产业。

美丽经济正转化为竞争力、生产力。
东海之畔，浙江温岭石塘镇千年曙

光碑不远，从“渔三代”转型开民宿的杨
彪正为住客们准备早餐。

石塘镇人们祖祖辈辈耕耘东海，靠
捕鱼为生，杨彪 20 岁出头就跟着父亲一
起闯东海。前些年，“赶海人”越来越多，
网眼越来越小，“断子绝孙网”像篦子一
样把东海筛了一遍又一遍。

面对渔业资源危机，浙江启动生态
修复保护“东海渔仓”，小镇生态也不断
改善，色彩斑斓的石头房成为网红打卡
地，阳光、沙滩成为城里人向往的诗和远
方。渔民洗脚上岸、转产民宿，吃上“旅游
饭”“阳光饭”。风景变成产业，叶子变成
票子。

今年浙江省两会提出，将按照全域
景区化的要求，到 2022 年把浙江打造成
“全国领先的绿色发展高地”。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中华大地，岂止“浙”里风景独好——

从长江沿岸共抓大保护到渤海之滨发展
绿色经济，从黑土地农业向绿色生态转型
到三江源打起生态民生“双赢牌”，美丽
经济正让美丽中国建设走得更远。

筑梦美好生活，浸润协调均

衡和谐之美

自山至海，从城到乡，生活因绿色而
遇见美好、生机勃勃。

空山新雨后，龙游县山区竹林间，能
飞上枝头、下塘游泳的“龙游飞鸡”正在
“健身”。科技+电商赋能，每只鸡最贵卖
到 298 元，一年能卖 10 万只，引来大批
农户加盟，“飞鸡”成了农户“提款机”。

“农创客”、电商园下乡了，生态产
品、活海鲜进城了，一进一出之间，乡村
“绿色银行”被激活，城乡鸿沟不断缩小。

淳安县下姜村“农民画家”陈苏兰的
创意小店里，妙趣横生的石头画令人爱
不释手。“这些鹅卵石就地取材，有的能
卖几百元，客人下单直接快递到家。”

养在深山人也识。下姜村通过保护
山林、污染整治、卫生改厕、农房改造，如
今山清水秀、四季花开，成为千岛湖畔的
明珠。

全民协同参与，才实现“美美与共”。
在杭州，春节所有寺院三炷清香代

替纸钱香烛，得到市民理解和支持；在临
安，不动山、不填塘、不砍树、不搬河石、
不拆有历史价值房屋，“五不”倡导深入
人心；在仙居，绿色出游积攒“绿币”蔚然
成风。

浙江为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创造
各种条件。每年 6 月 30 日，被确定为“浙
江生态日”；“河长”名单公示在河道旁，
百姓随时可举报污染；规划项目能不能
批，市民代表有否决权；抽查排污企业，
市民有“点单权”……绿色文明新风逐渐
形成。

建设美丽中国，协调、均衡、和谐是
应有之义。

珍爱山川河湖的自然之美，回归资
源节约的朴素之美，追求人文风化的精
神之美，在浙江正成风尚。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生社会资本和
力量注入，绿色社区、绿色园区、绿色学
校在浙江不断涌现。

万余座文化礼堂立村头，县级“信访
超市”全覆盖，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枫
桥经验”从治安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态
等各领域，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群众
解忧“最多跑一地”深入城乡……百姓获
得感不断增强，美好生活逐渐触手可及。

春潮天地荡，风帆征途扬。一个先行
的省域实践，正成为美丽中国的精彩注
脚，而一扇事关永续发展、通往美丽中国
的未来之门，也正在徐徐开启。

新华社杭州 4 月 6 日电

新华社石家
庄 4 月 6 日 电

（记者李继伟）近
日，河北省主要

奶源供应地之一——保定市莲池区一批奶农合作社
受当地关停取缔要求影响，未能正常复工复产。奶农
称此举或影响当地数万人生计，并造成大量资源浪
费。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称，相关要求系出于环保整
治需要，不影响大多数奶农生产生活。

当地奶农合作社为何被关停取缔？相关决定是
否合法合理？影响范围多大？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
调查。

焦点1 ：当地奶农合作社为何被要求关停？

保定市莲池区是河北省奶源供应地之一，目前
有集中规模以上奶农合作社 13家，奶牛一万多头、
年产鲜奶数万吨，常年为大型乳企供奶。

记者走访了已遭关停的甲一奶农合作社，该合
作社曾被认定为农业部的“奶牛标准化示范场”。如
今该合作社内一片荒凉，挤奶设备上满是蛛网灰尘，
牛舍牧场内空空荡荡。负责人表示，合作社证照齐
全、经营合法，但有关部门频繁施压，他不得不关闭
了经营多年的合作社。

莲池区畜禽养殖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志昭告诉记者，当地 13 家合作社
目前已被关停 9 家，有关部门将继续敦促剩下的 4
家尽快关停。

张志昭表示，莲池区是保定市的主城区，城市发
展可用的土地非常有限，应发展适合主城区配位的
高新产业或者环境绿化。相关奶农合作社距离府河

南沟及高速公路、铁路较近，增大了附近区域环境
与安全风险，每次上级进行环保检查时，围绕奶农
合作社都是一堆问题，还曾有干部受过追责。

焦点2 ：关停取缔决定是否合法合理？

记者从莲池区委、区政府获悉，要求关停取缔
相关合作社，依据是去年 5 月印发的《保定市莲池
区关于做好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密集区域）清理
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方案要求依法关停或取缔
辖区内相关河道两侧 1000 米范围内和辖区内证
照不全的规模养殖场（养殖密集区域），同时严厉
打击、取缔辖区内一切违法违规养殖行为。

然而记者从河北省环保部门了解到，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相关河道两侧 1000 米范围并非“禁养
区”，且河北省、保定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均
未要求或授权关停取缔此范围内所有养殖合作社。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表示，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
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不允许规范性文件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
148 条明确指出，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违法
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或者减损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据
此，莲池区方案的合法性存在一定问题。

奶农们还告诉记者，合作社相关证照齐全并
通过了当地环境监察部门的执法检查。记者见到
今年 1 月，莲池区环境监察大队对相关合作社进
行例行检查时出具的“现场通知书”，除要求各合

作社“加强管理”“杜绝污染环境事件发生”外，并
未要求进行整改。

此外，记者沿府河南沟走访发现，河道由莲池
区进入清苑区后不足百米，就有一家与被关停合
作社情况类似的平陵惠农奶农合作社。负责人告
诉记者，按照清苑区清理整治要求，他们正升级改
造挤奶厅和粪污处理设施等。清苑区另一家金谷
牧业公司正在兴建“犊牛岛”（小牛生长车间）以扩
大养殖规模。清苑区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了整改
方案指导及政策资金支持。

对于奶农们希望在政府指导下继续出资改造
合作社直至达标的诉求，张志昭表示，根据当前的
环保标准，奶农合作社的硬件、软件都不合格且无
法整改。多年来政府相关部门一再敦促奶农合作
社整改，奶农配合度不高。未来标准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严格，“他们不搬出去损失更大，挣的钱不
够交各种环保罚款”。

焦点3 ：关停取缔决定影响多大？

多家奶农合作社带头人表示，合作社大都已
运营多年，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且多年来奶农在其
中投入大量资金更新升级设施设备，如今关停取
缔导致损失很大。

张志昭称，合作社被关停取缔后，将给村民补
偿“评估养殖设施设备、地面附着物‘折旧’价格的
10%”，对积极响应政策者会再奖励 10%。并表
示，莲池区有关部门考虑为以地入股合作社农民
承担占地费用。

记者从已关停合作社处了解到，相关补偿均
未兑现。记者了解到，当地农民会以奶牛、资金、土

地等入股合作社，养牛工人在合作社打工，周边农
民则把粮食、青储（绿色玉米秸秆）卖给合作社做
饲料。合作社产生的牛粪经处理后会免费用于附
近农地，既能减少农民种地开支又能减少化肥污
染。“合作社停业将会对相关方造成损失。”一位带
头人说。

产业链相关企业也受到直接影响。唐山禾丰
饲料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企业每
月奶牛饲料销售总量 1000 吨当中，销往莲池区的
约占一半。

焦点 4 ：关停取缔后是否存在“甩手

不管”情况？
记者了解到，此前被迫关闭的部分合作社另

寻场地重新经营的努力也面临重重困难。
旺农奶农合作社带头人李金勇告诉记者，他

自己正联系其他地方再造新场，目前已投入 270
万元，负债 1300 多万元，但新场重新运营仍遥遥
无期，处境艰难。部分奶农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
帮助。

张志昭介绍说，有关部门也曾联系过银行或
其他县区，意在为奶农转移再造新场提供金融或
场地帮助，但均未见效。而帮助奶农合作社转型做
花卉、油葵种植等努力同样效果不佳。

莲池区一位副区长称：“政府不是保姆。”他认为，
关停取缔奶农合作社，对大部分奶农及相关人员的
生活不会产生影响。奶农、养牛工人等群体生活在城
郊村，城郊村的村民大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在
工厂打工或者开个小店，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截至发稿，河北省有关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

这里的奶农合作社为何关停取缔
事发保定莲池区，决策有据吗？帮扶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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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造假 22 亿元人民币，市值一
夜蒸发约 350 亿元人民币，瑞幸咖啡
神话破灭了。诚信是企业的立身之本，
祸莫大于失信，无论身处何时何地，皆
是如此。

烧钱、补贴、消费券……瑞幸咖啡
依靠这些互联网经济中常见的手法，
在成立不到两年时间就赴美上市，打
造了全球最快 IPO 公司的神话，甚至
放话，将在 2021 年底建成 10000 家
门店。

然而，4 月 2 日晚间，瑞幸咖啡终
于承认财务造假 22 亿元人民币。随
后，瑞幸咖啡股价一泻千里。4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表示，高度关注瑞幸咖
啡财务造假事件，对该公司财务造假
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市
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也是资本市场的
基石。资本市场的价值就是让上市企
业更加透明，让诚信企业更好发展，让
失信企业无处容身。无论哪个国家的
资本市场都不会容忍那些背信弃义的

企业和企业家们。不管在何地上市，上市公司都应当
严格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真实准确完整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经过这些年的建设，“诚信
处处行、失信步步难”的社会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国
内企业的诚信意识不断增强，以诚立信已成为很多
企业打造百年老店的根本之策。这些年，不少中概股
如实披露信息、业绩稳定，受到海外投资者追捧，不
能因为一两家瑞幸咖啡这样的企业让整个中国企业
的国际信誉蒙羞。

虽然，国内 A 股市场也有如瑞幸咖啡这样的害
群之马，但近年来，社会诚信体系不断完善，监管、司
法等各方联合查处惩戒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已于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将进一步推动 A 股市
场诚信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不能欺、不敢欺”市场氛
围的形成。

瑞幸咖啡神话的破灭再次说明企业失信“躲得
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小信诚则大信立，信誉需要点
滴积累，严格遵守。任何企业，唯有重信守诺，方能行
稳致远。 （记者刘开雄）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

▲廖厚安（右一）和儿子廖学华（左一）、孙女廖鑫婷在果园里（1 月 4 日摄）。
廖厚安（右）和儿子廖学华在果园里查看果苗的生长情况（1 月 3 日摄）。
鹿寨蜜橙，是广西柳州市鹿寨县特产。今年 70 岁的四排镇果农廖厚安，是鹿

寨县较早一批通过种植蜜橙实现脱贫致富的农民。20 世纪 70 年代初，20 多岁
的廖厚安到当时的生产队管护果树，学习水果种植技术。80 年代，廖厚安承包下
果园规模种植蜜橙。经过几年努力，廖厚安成为当地第一批“万元户”。致富不忘
乡邻，廖厚安还将自己培育的苗种提供给周边群众，带领大家一起脱贫致富。

近年来，鹿寨县逐年加大蜜橙新品种推广力度和产业发展力度，蜜橙种植已
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目前，全县种植面积达 1 . 6 万亩。

今年 41 岁的儿子廖学华，早在 18 年前就与父亲搭档种植蜜橙。如今廖学华
已接过父亲的事业，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种植蜜橙 200 多亩，年产销
100 多万斤。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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