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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经济为主导产业
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在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下彰显了活力和
“韧劲”：一季度税收合计
8 . 1 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 . 88% ；新增企业 326 家，入
园企业累计 5159 家。税收的
大幅逆势增长，为疫情冲击下
的经济增添了“一抹亮色”。

走进海南生态软件园的
51 社保海南业务中心，戴着
口罩的数十名员工在忙碌
着，财税交付、网站运营、客
户运营等各小组成员各司其
职。作为国内知名互联网社
保服务平台，51 社保与当地
税务部门合作，通过技术创
新，解决互联网平台企业、自
由职业者、税务管理部门三
者之间税收征纳难题，实现
三方共赢。

“我们已全面复工复产，
业务情况已恢复到疫情前的
80% 以上。”51 社保创始人
兼 CEO 余清泉说。近年来，
公司每年业务量增速都超过
100% ，今年营收有望达到
70 亿元。

位于园区的海南自贸区
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也已
全面复工复产，椰子竞技积
分、旅游消费积分、灵活用
工、云游戏发行 4 个板块业
务迅速发展。一季度实现营
业额 4 . 3 亿元，纳税近 3000
万元，双双超过 2019 年全年
指标。

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
务局老城经济开发区税务分
局局长曾弘说，澄迈县一季
度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工业
税收均大幅下降，唯独信息
业实现大幅增长。“一季度，
海南生态软件园贡献了全县
56 . 5% 的税收。数字经济一
枝独秀，已成为澄迈县税收
主要支撑。”

视频会议、视频培训、视
频会诊、视频签约……疫情发
生以来，“屏对屏”对话愈发成
为党政会议、商业对话等活动
的重要方式。视联动力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

自主研发通信协议、具有领先市场地位的高清视频通信企业，在
海南生态软件园设有分公司。据其统计，疫情防控期间，该公司
累计为全国近 7 . 9 万个党政机关、卫生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单
位提供 2 .26 万多次服务。

“很多事情通过线上和视频就能解决，即使没有疫情，视
频对话也是大势所趋，疫情加快了这种趋势。”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技术主管王小冰说。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海南生态软件园能在疫情风浪
中逆势前行，既因为给入驻企业打造了生态优美、产业集聚、
服务细致的良好营商环境，更因为把握住了数字经济这一朝
阳产业的发展机遇。

2 月初以来，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公司积极部署复
工复产工作，集团员工每日通过在线方式对接园区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在园区积极协调下，海南银行向我们授信 1000 万
元，及时缓解资金紧张难题。”余清泉说。

为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园区
招商特别行动队坚持赴深圳、上海、广州等地拜访 30 多家行
业领军企业并扩大合作，全年有望新增 8 亿元税收。

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淳至说，从一片放
牛荒地到一座花园式产业园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10 多年里围
绕绿色科技主线不断创新和升级产业定位，始终站在产业前沿
风口不断完善相关配套，建成包括教育、医疗、商务、居住等于
一体的产业微城，让企业“在公园里工作，在生活中创新”。

在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中，园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
是区块链为主导，创建全国首家省政府授牌的区块链试验区，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点发展数字文体、数字健康、数字金
融、数字服务等，培育和发展千亿级数字产业。近日，商务部、
中央网信办、工信部联合认定了首批 12 个国家数字服务出口
基地，海南生态软件园成功入选。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杨淳至说。进
入自贸港时代，海南生态软件园将发挥技术优势，通过科技手
段驱动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实施“链上海南”的行动计划，构
建数字新基建，助力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新华社海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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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吕梦琦

眼下，晋南地区的小麦开始进入孕穗抽
穗期。这是一年中最关键的管理期，但有些地
里的小麦根部出现了部分干枯。

山西省平陆县农业技术员郭红玲收到农
民发来的照片后，马上在“直播间”里向在线
的山西省小麦研究专家张建诚求诊，很快收
到答复“可能是纹枯病或者根腐病”。

为了不影响春耕生产，山西省各地农技
人员利用手机直播、农科 110 等“在线平台”

送技术进田，帮助农民解决春耕生产问题，在

手机直播间里描绘出一幅别样的“春耕图”。

广阔农田变身“直播间”

农技专家化身“网络主播”

一个月来，山西省农业专家姚建民变成
了“网红主播”，几乎每天都通过微信直播向
农民讲授渗水地膜机械穴播技术要领和品种
选择。“受疫情影响，今年到田间地头现场讲
解不方便，几乎所有技术指导都是用手机进
行的。”他说。

尽管今年的技术指导由线下转为线上，
但山西省临猗县农民薛鹏斌家的苹果长势并

没有受到影响。一个月前，县里的技术员在
“手机直播间里”送技术，薛鹏斌在自家的苹
果园里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电动剪刀，按
照技术员的指导完成了果树修剪。

临猗县是有名的苹果产区，种植面积达
到 75 万亩，苹果出口俄罗斯、澳大利亚、东南
亚等国家和地区，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

“每年气温和墒情都不一样，果树修剪的
技术指导特别重要。”薛鹏斌说。

如今，数字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
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受疫情影响，“无接触种

地”成了今年春耕生产的最大特色。不少农技
专家、种植大户，化身“网络主播”，一头连技
术，一头连生产，把农田变成了巨大的露天
“直播间”。

只要是农民需要的，几乎都能找

到相关直播

这样的直播在抖音、快手、腾讯直播等
APP 上随处可见，已经占领了农民的手机屏
幕，并像种子和化肥一样成为今年春耕最有用
的生产资料。有些技术员干脆到果园现场直播
修剪果树，提高技术指导的有效性。

不仅是修剪果树，在这个露天“直播间”
里，直播丰富多彩，怎样种西瓜，何时给小麦施
肥……几乎只要是农民需要的都能在网上找
到相关直播。手机直播虽已不新鲜，但在这个
特别的春天，却变得前所未有的普及和不可
或缺。

在快手直播间里，山西省柳林县的农技
达人刘笑从大年初一就开始直播农业技术。
这位首届“中国杰出青年农民”称号获得者
去年创建了“草帽大学”课堂，通过微信线上
直播和线下联动进行抗旱经验和农机技术
推广。春耕以来，他每天都到县里的农资服
务部、冬小麦示范田、西瓜种植基地等现场
直播教学，目前直播授课已经超过 300 小
时，10 余万人观看了他的视频。

“在应对疫情保春耕方面，手机直播优势
是无法替代的，这有效防止人员聚集并避免
了疫情夺走农民的劳动果实。”他说。

手机直播重塑农业生产方式

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也主动组织农民通
过手机直播学习先进种植技术。在山西省长
治市潞城区，当地科协组织 19 个村的 96 户
种植大户加入了直播群。就连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在网上推出了“战疫情、
助春耕”系列直播课，公司副总裁、水稻专家
杨远柱亲自开直播讲授杂交水稻知识，同时
在线观看人数最高时接近 13 万人。隆平直播
间还陆续邀请了多位知名专家和业内人士，
围绕种子销售和种植技术等进行直播指导。

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19年 6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
规模达到 4 . 33亿，较 2018年底增长 3646 万，
占中国网民整体的 50 . 7%。手机直播已不再仅
仅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生
产资料开始重塑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网络直播给各地在疫情防控中抢抓农
时提供了巨大帮助，这也会培育更多农民用
户，反过来推动网络直播用户规模继续快速
增长。”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邢媛说。

广阔农田变身“直播间”，农技专家化身“网络主播”

无接触种地：直播“播”出别样春耕图

▲山西省翼城县广远农机专业合作社的两位农机手在无人机喷洒农药作业中遇到难题，通过微信视频连线农技专家，咨询除
草药剂配比的问题。 本报记者吕梦琦摄

新华社重庆 4 月 27 日电（记者周凯、丁
文娴）走进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郭堰村，重庆
喜洋春农业公司 530 亩柑橘树郁郁葱葱，其
现代化的养猪场位于果园中央，自动喂料、饮
水等设施一应俱全。养猪场产生的粪污经干
湿分离、沼气发酵变成有机肥，通过智能水肥
滴灌系统输送到果园。该公司负责人龙开洋
对记者说：“这种‘猪-沼-果’种养循环模式，

不但解决了规模养殖的污染问题，还延长了
生猪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

龙开洋介绍，果园和养猪场建于 2018年，
去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养猪场出栏量只有
3000 多头，当前公司正加快母猪补栏，今年出
栏生猪可达 7000 余头。他说：“加快生猪产能
恢复必须走规模化、生态化之路。除了养猪收
益，通过对生猪粪污的高效利用，有力改善了
果园土壤，进入丰产期后柑橘年产量有望达到
150万斤，我们正积极申报有机食品认证。”

作为全国农业（生猪）标准化示范区、重庆
市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合川区正在大力推广

建设像喜洋春农业公司这样的现代化养猪场。
合川区畜牧站站长潘晓介绍，合川区常年生猪
出栏量稳定在 100 万头左右，因非洲猪瘟和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仔猪调运、饲料原材料运输
等面临困难，生猪产量有所下降，“针对疫情暴
露出来的产业链短板，合川区自去年以来着力
推动生猪产业转型提质，构建育种、饲料、养
殖、销售、粪污处理等生猪全产业链，加快恢复
生猪产能。”

恢复生猪产能首先要从源头上解决良种
繁育、种猪短缺问题。合川区先后引入 3家
养殖龙头企业建设种猪场，全部建成后将新
增母猪 3 万头。在太和镇米市村，合川区德
康生猪养殖公司幸福种猪场内装有巡检机器
人，通过智能音视频装置可获取猪采食、体
重、疾病、运动强度等数据，提高管理和饲
喂效率。公司总经理王贤介绍，该企业采取
“公司提供种猪+标准化养殖场代养”模

式，在做好生物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加快生
产，目前已发展标准化养殖场 76家，今年
1季度能繁母猪有 1 . 8 万头，出栏生猪 4 . 6
万头，同时还有 2 个种猪场、 1 个饲料厂、
1 个有机肥厂已动工建设。

除了发挥生猪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合川
区还加快中小养殖户提档升级。钱塘镇是合
川区生猪养殖集中区域，该镇畜牧兽医站站
长唐春林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前，全镇有
3000 多户生猪养殖户，但 20 头以上规模的
不到 200 户，散户养殖设备、技术不足，抗风
险能力弱。”为此，合川区通过加大补贴、贷
款、保险等支持政策，力争近 2 年内新建、改
造标准化规模养猪场 100 个，提高生猪养殖
的集约化水平。

潘晓表示，通过多管齐下恢复生猪产能、
推动产业升级，合川区现有生猪规模养殖场
757 个，生猪养殖规模化率约 53%，今年 1季
度出栏生猪 29 . 96万头，全年出栏生猪将达到
100 万头，产能恢复到常年水平。

告别小散，重庆生猪养殖大区恢复生猪产能有“硬招”

重庆合川区多管齐下恢复生猪产

能、推动产业升级，包括构建生猪全产业

链、从源头上解决良种繁育、种猪短缺问

题、发挥生猪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中

小养殖户提档升级等

（上接 1 版）6 . 3 万名公安干警、5 . 6 万名公
安辅警驻守医院、转运病人、执勤路口，确保社会
治安平稳有序……

“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
鉴，相信中国采取的措施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
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由衷赞叹。

一支支精锐之师驰援武汉的同时，全国上下、
各行各业紧急动员，全力投入不见硝烟的战场。

2 月 9 日，武汉天河机场，来自辽宁、上海、天
津、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山东、河
南、福建等地的医疗队人员 5787 人，来自各地的
328 . 1 吨防疫物资，自凌晨 1 时 50 分最早一架包
机落地，一直到深夜 23 时 50 分，昼夜不息、驰援
湖北。

国务院启动联防联控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实
行病例日报告制度。各部门果断采取有力措施，
纪检监察、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战线各司其
职，人大、政协以及各人民团体等主动担责。

全国一盘棋，筑牢疫情防控坚强堡垒。
各地相继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卫

部门做好病人诊治，地方落实人群排查，财政、经
信、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分头落实经费保障、物
资调配、道路管制等工作，构筑起联防联控的铜墙
铁壁。

争分夺秒，夜以继日。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科
研人员在较短时间内分离出新冠病毒，研制出核
酸检测试剂盒，筛选出有效药物和诊疗方法，并积
极主动与国际社会开展交流合作，为全世界防控
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

“您好，我是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工作人员。请问你现在还有没有发烧、干咳、拉
肚子等不舒服的情况呢？”

近两个月，智医助理电话机器人在各地应用，

筛查摸排重点人群健康情况 4000 万人次，提高了
防控措施的精准度，极大减轻了社区网格员的
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浙江、安徽、湖北、江苏等
20 多个省份搭建各类“数字防疫系统”，实现科技
战“疫”、精准防控。

基层抗疫，需要智慧化的“硬核支撑”，更离不
开一线工作者的昼夜坚守。

“最近重点开展返京人员情况摸排，社区工作
者们和未返京居民保持动态联系，将最新返京政
策和复工复产要求及时反馈。”北京市西城区委大
栅栏街道工委书记李婕一边说着，一边将最新通
知转发到微信工作群中。

社区封闭、站岗值守、政策宣传、防疫消
杀……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能否有效
激活基层防疫“神经末梢”，检验着基层整体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

在缓解居民燃眉之急的同时，400 多万名城
乡社区工作者把同舟共济、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穿上红马甲、拉起小推车，帮居民把生活物资
一趟一趟往回搬……在兰州市新港城小区，“ 00
后”志愿者鲁子玮忙起来的时候“脚不沾地”。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项目超过 29 . 8 万个，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
者达 584 万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达 1 . 97 亿
小时。

全民齐战“疫”，这是中国制度的生动诠释，更

是在党领导下各方协作形成“治理共同体”的中国
力量。

一个个基层工作者的奉献，一个个平凡英雄
的携手，彰显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的强大凝聚力，
更显示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促进全体
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
优势。

以法为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公共场所设置“一米线”等文明引导标识、餐
饮服务企业应当配备公筷公勺……不久前，北京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将一系列疫情防控中的好做法、好习
惯纳入条例，以法律“硬制度”促进市民文明习惯
养成，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至关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多次专门听
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强调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全面提高依法防控战斗力，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
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
制措施；湖北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I级应急响
应，随后升级为Ⅰ级响应。全国 31 个省区市纷纷

快速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制定落实社区防控措施实行网格化、地毯

式管理，做好相关人员健康跟踪管理，控制举办
大型活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野生动物市场管
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基层组织坚
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依法
依规化解矛盾纠纷、消除安全隐患，引导群众增
强法治意识，切实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助
力决胜疫情防控阻击战。

依法防疫，离不开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
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到疫苗管理法、药品管理法等，我国已经制定了
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法
律保障。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战“疫”中总结经
验教训，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着眼长治久安，
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
有之义。

2 月 5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
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

2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
见，加大对涉疫情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4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了生物安全法草案二审稿。草案规
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的领

导，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安全领导体制，加强国家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
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疫情大考下，越是情况特殊，越是要坚持法
治思维。

河南省郑州市的郭某鹏隐瞒境外旅行史，
返回郑州后乘坐地铁上班并在单位就餐，随后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公安机关对郭某鹏、郭某
玲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判处郭某鹏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确诊或者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并进入公
共场所，曾经进出疫情高发地区、已出现发热等
感染症状，仍刻意隐瞒，放任病毒传播……这些
行为妨害疫情防控工作，危害公共安全，必须依
法予以严惩。

执法司法的铁面庄严，彰显庇佑民生的制
度温情。

截至 4 月 15 日，全国公安机关已侦办制售
假劣口罩、医用酒精等防护物资案件 1153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2587 名，捣毁窝点 885 个，查
扣假劣口罩 4800 余万只及一批医用酒精、消毒
液等物资，案值近 3 亿元……

法治，正在成为全民战“疫”的公约数，成为
同心抗疫关键词。造谣传谣、制假售假、滥食野
生动物是违法行为，不聚集扎堆、配合体温检
测、出门戴口罩就是守法遵规。

以法治为纲，聚保障之力，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这场必须打赢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必将赢得最终胜利。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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