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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电（记
者邵香云、刘惟真）“惠
企 21 条”“ 27 条措施”
等政策定纲定向，“金融
快速响应机制”架起银
企桥梁……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天津出实招、想
办法帮企业解资金难
题、缓税费压力，护航中
小微企业按下复工复产
“快进键”。

“牵线搭桥”

“真金白银”解急渴

“每个月要支出工
资、食材、房租等费用，
虽然我们之前储备了资
金，却撑不了多久。”天
津阿依来新疆餐厅董事
长姜子介说。

2013 年，出生在新
疆的姜子介在天津市南
开区经营起第一家阿依
来新疆餐厅，之后又陆
续开了几家，员工也从
几人增加到 200 多人。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企业经营严重受挫，
资金短缺让姜子介犯
了难。

天津市金融局的工
作人员了解到他的困境
后，通过“金融快速响应
机制”，牵线企业与浦发
银行天津分行进行了
对接。

在银行与金融部门
的合力推动下，仅用不
到两天时间，姜子介就
获得一笔 350 万元的贷
款。“从线上联络到审核
材料，整个融资流程一
气呵成，真是帮了我们
大忙。”这笔贷款让姜子
介松了一口气。

“金融快速响应机
制”是天津市为帮助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建立的工作机制，天津
市金融部门牵头创建
“共克时艰金融服务群”，市、区金融局和入群金融
机构均成立工作专班，实时协调对接企业需求。

聚焦痛点堵点，注入金融“活水”。天津市金
融局局长聂伟迅介绍，“金融快速响应机制”建立
以来，入群金融机构已达 30 余家，为 1 . 35 万户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投放资金 930 多亿元，

平均融资成本下降了约 20% ；贷款需求平均办理
时间缩短为 1 . 88 个工作日。

“通过政府‘牵线搭桥’，金融机构精准帮扶，
‘真金白银’为中小微企业‘输血’，帮助其渡过难
关。”聂伟迅说。

减税降负 “轻装上阵”渡难关

“真没想到这么快！”收到 1600 多万元的退税
款后，天津三星视界移动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李
美香激动地说。

这家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疫情暴发以
来，公司销售规模大幅下降。“原材料费用高，资金
压力非常大。”李美香说。

天津开发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得知企业的困难
后，立刻帮助企业提交退税申请，并开通出口退税
“绿色通道”。各部门高效联动，原本需要五个工
作日的审批流程在一天内得以办结。

“这笔及时到账的退税款，为我们走出困境提
供了资金支持，目前公司产能已恢复至 95% 以
上。”天津三星视界移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雨
笠说。

阶段性减征增值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
率，税款可延缴，对承租天津市国有资产类经营用
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收 3 个月房租、
3 个月房租减半……天津用实际行动帮助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压降负。

疫情期间，为了让中小微企业第一时间了解
税收优惠政策，天津通过“网格化”管理、“管家式
服务”推动各项税费优惠政策“落地”。“在提升税
务服务的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
天津开发区税务局副局长李炜说。

下沉一线 送策入企增活力

一沉到底，合力攻坚。为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天津市、区两级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将暖企政策和
支持措施传递给企业，打通政策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天津市金融局党建工作处干部凌玉龙就在
被抽调之列。

在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全华匏艺工作室里，
各式各样的范制葫芦格外引人注目，凌玉龙就是
在这里见到了范制葫芦模具制作技艺的传承者黄
全华。

2008 年，痴迷葫芦的黄全华包下 60 亩葫芦
种植基地，在此前自己建立的公司里，钻研起了范
制葫芦工艺。目前，黄全华自主设计制作的范制
葫芦约 200 种。每年春节前后，黄全华都要忙着
交付葫芦作品，接下新订单。

受疫情影响，今年初黄全华不仅作品无法交
付，资金难回流，感到新订单也没了指望。

听闻后，凌玉龙主动帮助企业与银行对接。
结合天津近期推广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业务的政
策，天津西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主动上门服务，为
企业即将到期的一笔贷款办理了无还本续贷手
续，同时下调利率，为企业减轻负担。

“办理无还本续贷后，我们不仅能购买制作模
具的原材料、打磨交付之前的作品，也能拓展新订
单了。”黄全华说。

截至 4 月 23 日，在天津 2 万余名下沉一线的
市区两级干部帮助下，天津市有生产经营活动的
中小微企业 19 . 63 万户，复工 18 . 4 万户，复工率
达 93 . 7% ；有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 28 . 99
万户，复业 26 . 12 万户，复业率达 90 . 1% 。

“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们就有了发展的力量。”
黄全华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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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梁建强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明确强调：严禁歧视湖
北籍劳动者，坚决依法纠正个别单位拒绝招录、
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者等就业歧视行为。当前，
正值“五一”劳动节，湖北籍劳动者的务工状况
受到关注。湖北籍劳动者，不能被贴上“特殊标
签”，不应被“另眼相看”，其公平就业的权利亟
待得到保障。

湖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来自湖北省人社厅
的相关统计显示，近年来，湖北每年外出务工人员
有约 1100 万，其中约 600 万出省工作，主要集中
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等地。湖北籍劳动
者，为湖北以及全国众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大量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

果，以及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大量湖北籍劳动者返岗、复工。对于湖北籍劳
动者，国内许多地方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帮
助，然而，在一些地方，也有湖北籍劳动者在用工
市场中遭遇歧视——有的企业，明确提出不招录
身份证为 42 开头的湖北籍人员；有的单位，将湖
北籍劳动者无故辞退；有的地方，对前来应聘求
职的湖北籍劳动者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和限制
性要求，使得湖北籍劳动者一岗难求。

每一位劳动者，都不应被歧视，无论籍贯、
无关身份。当前，随着湖北籍务工人员陆续返
岗，以释放善意、体现包容、主动接纳的行动善
待他们，就是为湖北“加油”，就是为湖北“搭把
手、拉一把”。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明确要求，体现了
对劳动者公平就业权利的主动维护，也让更

多湖北籍劳动者感受到了司法的公正与温
暖。在湖北，助力劳动者复工返岗的相关举措
也在推陈出新——为帮助离汉人员尽快复工
复产复学，湖北健康码功能再次升级，将新冠
肺炎检测信息纳入其中：已进行新冠肺炎检
测的用户，可在健康码页面查看核酸检测时
间、核酸检测机构、核酸检测结果信息。

此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曾印发通知，
明确离汉人员满足以下三条件之一，即可在目
的地正常复工复产复学：持有到达目的地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持有既往血清特
异性 IgG 抗体检测阳性证明；能够出示包含以
上检测结果信息之一的健康通行码“绿码”。

湖北健康码功能再次升级，意味着：对于离
汉前按期接受过检测的人员，到达目的地后，只
需出示包含新冠肺炎检测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
码”，就符合正常复工复产复学的要求。各地理应
为其返岗予以更多实际支持，而不能不断“加

码”，抬高“门槛”。
防控疫情，离不开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经

过相关检测、取得“绿码”的湖北籍劳动者，与来
自全国其他地区的劳动者相比并无异样，不应被
歧视，更不应被排斥。事实上，来自武汉市卫健委
4 月 30 日公开通报的信息显示，从 4 月 8 日武
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至 4 月 29 日 24 时，“解
封”三周，武汉市无一例新增确诊新冠肺炎，无一
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转确诊。而从 4
月 17 日 24 时起，湖北省全部市县均已是低风
险，无中、高风险。这些都从科学的角度，对接纳
湖北籍劳动者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支撑。

湖北和武汉是这次疫情防控斗争的重中之
重和决胜之地。疫情防控中，每一位湖北人都付
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诸多贡献。复工复产之
际，于情于理于法，每一位湖北籍劳动者，都不
应被贴上“特殊标签”、拒之门外。为湖北“加油”
“鼓劲”，请从善待每一位湖北籍劳动者做起。

拒录、辞退、加门槛……

别给湖北籍劳动者贴“特殊标签”

新华社记者王丁、李亚楠、史林静

河南许昌是全国重要的电力装备、汽车零部件
生产基地，也是长江以北重要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基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座民营经济尤其活跃的
城市陷入短暂停滞。不过，善于抢抓机遇的许昌企业
家，通过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再次抢出一个身位，跑出了经济复苏的加速度。

危中寻机，科技创新带来新优势

河南许昌长葛市森源重工的停车场上，几台
准备交付的 5G 智慧型负压救护车和医疗救护方
舱系列车辆格外显眼。登上其中一台医疗救援指
挥方舱车，可容纳 20 人的指挥中心宽敞明亮，车
内搭载的 5G 通信设备，能够保障车辆在复杂环
境下实现远程诊疗、可视化调度等。

很难想象，这批产品从无到有仅用了 21 天。
“疫情发生后，防疫物资供应紧张，我们果断

将目光投向了医疗救护专用车领域，最早一批复
工的就是我们的研发团队。”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西山说。

不仅如此，森源重工还聚焦我国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短板，陆续研发了医疗救护保

障系列科技产品。
“简单来说就是打造一个‘移动医院’，研发

的手术车、病房车、通讯指挥车、宿营车等 12 种
特种车辆，展开后相当于一所二级甲等综合医
院。”陈西山说，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医疗机构
提出数千万元的合作意向。

距离许昌约 100 公里的国家电网郑州祭城
供电所院内，施工人员正加紧赶工，20 台由位
于许昌的许继集团提供的有序充电设备即将安
装完毕。与此同时，许继电动汽车充换电产业基
地一片忙碌，一批刚下线的充电设备正在进行
最后的测试。

疫情压力下，依托“新基建”的强劲东风，许
继集团研究开发了有序充电、大功率、无线充电
等 40余款充换电产品，在提高充电灵活性、便捷
性、智能化及长寿命等方面取得突破。

许继集团副总经理邹永军说，公司一季度
完成产值超过 30 亿元，同比增长 47%，预计今
年新能源充电桩相关产品销售额能达 5 亿元，
全年产销收入将超过去年。

化危为机，转型升级寻找新蓝海

许昌鄢陵有“中国花木第一县”之称，全县
花木从业人员超过 2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
之一。受疫情影响，以往的销售旺季变成淡季，
不过，鄢陵却巧妙利用这段时间对全县花木产
业进行整合提升。

“整个春季，县域 6 万亩小规模粗放苗木得
到整合，实现规模化、景观化转型。”鄢陵县委书
记尹二军说，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做到产业标
准化和品牌化。

47 岁的郑红伟是这场转型的参与者之一。
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前挣钱靠卖树，现在靠卖景。
他经营的唐韵园林占地 500亩，原是种植花木的
苗圃，如今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景区。

利用疫情按下的暂停键，郑红伟对园区进
行精品化改造，服务延伸到餐饮养生等领域。从
卖花木到卖景观、卖生态，如今，鄢陵很多像郑
红伟这样的花商正积极转型。

长葛市佛耳湖镇岗李村聚集了多家蜂制品
和蜂机具企业，随着疫情形势变化，这里企业的
销售形势仿佛过山车般起伏不定。

不过，河南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轻的
“少掌门”李祥超并不担心。与父辈们的思路不
同，面对接近饱和的传统蜂产品市场，海外学
成归来的李祥超决定向高端迈进。

他率先建立了药用级蜂蜡制品自主开发体
系，并取得了药用辅料药品生产许可证。李祥超
说，为此公司大大加强了研发力量，目前公司研
发技术人员有 25 个，占总人数的 20 . 8%。

面对疫情的全球蔓延，他主动寻求海外药
用蜂制品的国内替代，成为国内一些著名药企
的供货商。“一季度的销售增加了 35%。”李祥超
说，正好利用这段时间突破更多有价值的研发。

“疫”中突围，抢出复工复产加速度

许昌远东传动集团董事长刘延生 3月以来不
断接到老客户电话，要求优先保障自己的供应。“随
着国内消费市场回暖，汽车传动轴需求量增大，3
月产量同比增长 5%，目前正在快马加鞭赶生产。”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金汇集团车间
外，上千米的不锈钢卷材码放整齐，等待发送。
“车间退火工段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班，只怕时
间不够用。”轰隆隆的机器声下，金汇集团行政
部负责人李洋说话全靠喊。

这也是许昌经济加速复苏的喊声。“复工复
产，就像一场百米赛跑，抢出一个身位就不得
了。”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说，这个抢不仅靠企业
自身加速，政府服务也得“跑得快”。

出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 18 条措施；开展
网上招聘、推出“留人计划”；对重点企业一对一
帮扶；简化手续，加快复工进度……为了抢回疫
情耽误的时间，许昌一路小跑。

为精准服务，许昌市县两级领导联系服务本
辖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协调解决影响企业复工
复产的困难和问题。截至 4月 17日，共受理企业
反映问题 819条，已办结 781条，办结率 95%。

“1-2月许昌各行业几乎全部负增长，到了 3
月，全市 36个工业行业已有 20个实现正增长。”
许昌市工信局局长焦建华说，截至目前，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新华社郑州电

抢出一个身位谋发展，跑出复苏加速度
河南许昌经济复苏见闻

新华社珠峰大本营 5 月 2 日电烈日当头，狂
风呼啸，在距离海拔 5200 米的加乌拉山口 10 公
里处，参与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的自然资源部第一
大地测量队（简称国测一大队）测绘队员薛强强正
和队友紧张地调试交会测量设备，为最后冲顶测
量做准备。

2020 珠峰高程测量交会组负责人李峰介绍，
交会测量是通过测定已知点到某待定点的角度和
距离，以推求此待定点平面坐标（或高程）的测量技
术和方法。在完成前期交会测量基础上，待测量登
山队员登顶竖立红色测量觇标，珠峰脚下的 6 个交
会测量点同时展开峰顶联测，以确定珠峰新高度。

“时间紧迫，分秒必争。”2002 年加入国测一
大队的薛强强，这次主要参与西绒（西绒布冰川）
点的峰顶交会测量。自 4 月 20 号以来，他一直在
外进行冲顶前的模拟交会测量。

眼前这位 37 岁的陕西汉子，皮肤糙黑、身材
魁梧，粗犷如高原戈壁，而一旦对着测量仪器，调
试记数，便如绣花姑娘般细腻专注。

“经天纬地，开路先锋”，是测绘事业的生动写
照。但由于从事着最基础的行业，测绘队员们的艰
辛外人难以想象，尤其珠峰高程测量，队员们常面
临生命危险。

4 月初，薛强强和队友初次从二本营出发前
往西绒点开展点位普查，但受天气影响，一行人行
至距交会点 300 多米处返回。

半个月后，4 月 16 号早 8 点半，他们再次出
发，每人负重 15 公斤的仪器设备、生活物资等，进
行前期交会测量。

西绒点海拔超 5600 米，沿途要翻过一个高
300 多米、坡度超 50 °的冲沟。在薛强强眼里，这
个冲沟是途中的“生死关口”。

当天下午 2点半，一行人走到冲沟沟底，在一
处平坦的地方休息了 10分钟后，起身攀登。他们
紧握登山杖，一步步向上挪动，顶上不时滑落的碎
石，让他们左右摇摆。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感到体
力不支，每爬 10 多步，就要站着休息会。

往上爬了 100 多米后，队员们抓住上边放
下来的绳子艰难攀爬，终于在一个小时后，全员
成功攀到沟顶。

薛强强回忆，攀登途中，稍一疏忽或手一
滑，他们就可能掉进沟底。由于高寒缺氧和体力
的严重消耗，他的眼里不时迸散“金星”，胸口胀
痛，坚持爬上去后，手套都磨烂了，“整个人几乎
都瘫痪了”。

恶劣的自然环境锤炼了测绘队员们岩石般坚
硬的情谊。沿途，有的队员疲惫不堪，实在走不动
了，他们就抢着帮助分担行李；遇到危险地方，需

要探路，体力好的队员就争着冲在前面。
经过 8小时的艰难跋涉，队员们抵达西绒点，

强烈的高原反应和体力不支折磨着他们，但他们
忍着头痛、恶心等，架好测量设备，坚持作业。

接下来的三天，队员们逐渐适应了当地环
境，紧张有序地开展作业，但暴风雪打乱了他们
的工作节奏。他们每天要被迫“加班”，工作到次
日凌晨两三点。最让他们头疼的是，携带的水到
第三天喝完了，他们只好烧雪化水；撤退下山时，

时间仓促，队员们就直接喝雪水解渴。
“我们不是专业登山队员，靠意志而不是体

力往上登。”薛强强说。来回途中，队友们在雪地
上写下“忠诚”二字，写了一路，激励前进。

珠穆朗玛峰，地球之巅，其高程测定一直是
人类认识地球的关键之一。国测一大队队长李国
鹏介绍，2020珠峰高程测量重点将依托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应用航空重力技术，提升测量精度，测
量成果可用于地球动力学板块运动等领域研究。

自 3 月 2 号起，国测一大队 53 名测绘队员

在珠峰及外围地区陆续开展了水准、重力、
GNSS、天文等测量工作。目前测量登山队正在
进行登山适应性训练和高海拔地区测量技能操
练，计划在 5 月份登顶测量。

“不怕吃苦，就怕完成不了任务。”2005 年，
薛强强报名珠峰测绘，遗憾落选，这次被选中，
他说一定要竭尽全力。

18 年来，每年外业作业天数超 240 天，工
作敬业被称为“红旗”的薛强强，注定与家人聚
少离多，谈到家人时，他也总是笑。“多干点家务
活，多陪陪他们”，这是他对家人的弥补。

谈到家庭，每名队员都有一段段辛酸故事。
但辛酸总以感动结束，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一直
在给这支队伍力量。

“能实地参与这次珠峰高程测量，倍感光
荣。”薛强强说。“光荣”是队员们口中出现频率
最高的一个词，这份光荣感定是源自他们心底
对测绘事业的热爱和忠诚。（记者多吉占堆、
边巴次仁、魏玉坤、王沁鸥、武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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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薛强强和队友从珠峰大本营出发，前往二本
营（5 月 2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孙非摄

小图：在珠峰大本营，薛强强（左一）和队友在查看地
图（5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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