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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骆国骏、王君璐、孙琪）
奋战 1 0 0 天，召开发布会
100 场，发布信息 5000 余
条……从除夕至 5 月 2 日，
北京市连续召开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及时通报疫
情进展、解读政策条例、回应
群众关切，向社会公众传递
权威准确信息，成为首都战
“疫”的重要力量。

及时准确、公开透
明发布疫情 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
放在首位

1 月 20 日，大兴区宣布
确诊两例新冠肺炎病例，北
京旋即进入“战时状态”！北
京市迅速成立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启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应
对机制。

“疫情关系千家万户，关
系每名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及时准确、公开透明
发布疫情，是保障公众知情
权、消除恐慌情绪、助力一线
防控工作、引导全社会同心
同向的有力举措。”北京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建
介绍，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立即
建立疫情例行发布机制，以
公众关切为导向，加强信息
披露，充分满足公众疫情信
息需求，稳定民心、提振
信心。

1 月 24 日，除夕当天下
午，北京市召开首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
蓓、市卫健委主任雷海潮等
7 位负责人坐上发布席，介
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北
京市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大
家应当从自觉戴口罩、勤洗
手、多通风、不去人多地方做
起，做好自我防护。”陈蓓等
人针对一级响应机制下，社
区、医疗卫生机构、教育部门
等如何开展疫情防控展开详
细解读。

“疫情初期，小道消息满
天飞，信心比黄金更珍贵。”
北京市民庄成明说，发布会
权威发布、专业解读让老百
姓心里有了底。

重点舆情“接诉即

办”，有效、精准回应市

民关切

一级响应机制启动后，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
上出现“北京市为防控疫情

采取封路、封城措施”的消息。
1 月 2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

容军表示，“北京没有封城也不会封城，但将严防疫情
通过交通工具传播。”

此后，针对网传“复兴医院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发
生大规模感染”“西城区政府停摆”等重点舆情，以及
“返京人员回不了小区”“‘报复性’游香山导致大堵车”
等网民“吐槽”，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利用新闻发
布会平台“接诉即办”，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发布准确信
息，对不实信息及时辟谣，有效、精准回应社会关切。

“一方面‘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在重大舆情中做
到一锤定音；另一方面以此推动改进实际工作，对群众
关切加强研判、披露。”北京市委宣传部对外新闻处处
长田伟说。

100 天来，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卫
健委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市
辖区领导成为发布会上的常客。127 家单位的 145 位
发布人发布信息 5000 余条，新闻发布会成为北京市防
控政策、措施信息公开最主要、最集中、最全面的渠道。

针对市民提出的“乘用电梯会不会传染？”“小区有
确诊病例是否可以开窗通风？”等疑问，北京市疾控中
心、市药监局等部门负责人，北京医学会、北京大学医
学部等知名专家在发布会上以案例通报、防护指引等
通俗易懂的形式，解答公众疑问，引导大家有针对性地
做好防护。

干货满满的发布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境内外媒
体 1830 家、2900 人次参加发布会，将北京疫情防控举
措、北京战“疫”故事通过手机屏、电脑屏、电视屏及时
传递给广大公众。

与疫情防控同步同向，与百姓关切同频共振

“大家好，我叫白宇，是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的一名法官助理，疫情期间，我成为东四街道豆
瓣社区的一名志愿者……” 3 月 6 日，志愿者白宇讲
述了自己入户排查、站岗值守的基层抗疫故事。与她
一起坐上发布席的还有社区党委书记、物业公司经
理……他们是北京市社区一线防控力量的代表。

3 月 8 日妇女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
院主任医师徐斌等“巾帼英雄”亮相发布会，展现战
“疫”中的女性力量；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北京援鄂医
疗队队长刘立飞等劳动者登上发布台，“唱响”疫情防
控中的劳动者之歌……

一线干部群众成为新闻发布会的主角，更加立体
反映防控工作格局的同时，也为首都战“疫”凝心聚力。
“通过百姓身边的战‘疫’故事，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全
社会共同参与到防控工作中来。”徐和建说。

100 天，100 场发布会覆盖北京市疫情防控全过
程，始终与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同步同向，与百姓关切同
频共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曲茹指
出，加强和改进新闻发布工作，是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百场新闻发布会成为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强有力的舆论场‘压舱
石’，为整体疫情防控做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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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朱国亮、何磊
静）这个“五一”假期，江苏无锡市民张骥自家的

“玫瑰园”每天要迎来 1000 多名游客休闲、赏
花、自拍，一些游客还会顺带买点玫瑰花饼、玫
瑰精油。

“如果不是疫情影响，入园游客至少还要翻
一番。”张骥说。2012 年他和家人陆续投入数千
万元，打造了这座以玫瑰为主题的花园，如今已
成为一个网红景点，年收益超 1700 万元。

张骥家的玫瑰园连接一个小湖，湖水与不
远处的太湖相通。园内处处是花团锦簇、小桥流
水的景致。这个季节正是蔷薇、月季、玫瑰竞相
绽放的时节，游客们不时发出“好美”的赞叹。

张骥告诉记者，七八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
地，其中有废弃的鱼塘和养猪场。从事园林设计
的母亲一直想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退休后便
租下了这片 350 亩的荒地，陆续投入数千万元
进行整治、改造。

在太湖之畔的无锡市，类似的花园越来越
多。去年 3 月，在紧邻太湖的无锡市滨湖区，一
个占地上千亩的杜鹃园——九龙湾花彩小镇也
正式开放。这里拥有精品杜鹃 3 万多株，品种达
120 多个。

这些杜鹃与其他花木种植在一起，形成园林
景观，既供游客观赏，也向游客出售。“游玩中看
到心仪的杜鹃花，可随时下单。工作人员会将其
挖出，运送到家。”花彩小镇工作人员邵丽说，
“精品杜鹃每株售价从几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据介绍，花彩小镇内的精品杜鹃多是从日
本等国家引进、国内难得一见的品种，树龄最大
的有 500 年。花彩小镇绿化工程师张霖说，公司
斥巨资打造这样一个花园小镇，看中的正是太
湖之滨兴起的“花经济”。

无锡市滨湖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谈俊告诉
记者，2007 年，太湖发生蓝藻事件，引发水危
机。之后，无锡当地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太

湖沿岸约 5 公里范围内的污染较重的工业和农
业全部搬迁或腾退，太湖沿岸逐渐成了一个“大
花园”，“花+旅游”“花+饮食”“花+美容”“花+古
镇”等诸多“花经济”相继涌现。

谈俊介绍，除杜鹃园外，在无锡滨湖区，还
有三个不同主题的赏花基地。建成最早的是
300 多亩的雪浪山薰衣草产业园，每年仅门票
收入就超 2500 万元；龙寺生态园主打月季等花
卉，是市民赏花、烧烤的热门地点；红沙湾生态
园则是赏樱胜地，可在樱花树下采茶、品茶。

在太湖西岸，是与无锡紧邻的常州。这里的
“花经济”也在蓬勃发展，拥有占地数千亩的“中
国花卉博览园”，还有交易额达百亿级的花木交
易市场——夏溪花木市场。

“不仅外出赏花的人多了，买花养花的人也
越来越多。”江阴市华西村村民崔京斌说。以工
业兴盛起来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去年也开
始介入花卉产业。

崔京斌介绍，华西村目前主要经营蝴蝶
兰，不仅卖花，还出售创意，用兰花来为客户
“装扮”各种场所，如庭院、办公室、酒店大堂
等，营造雅致的环境氛围。

名字与“养兰花”谐音的杨兰华，与兰花
有着不解之缘。2002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
从事蝴蝶兰种植与培育。早年在台资企业务
工，2010 年开始自己创业，当时仅有 640 平
方米的花棚，年出售蝴蝶兰约 2 万盆。如今，
他的花棚已扩大到 12000 平方米，年出售蝴
蝶兰 30 万盆以上。

“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对美好
生活和环境的向往比以往更强烈，正是‘花经
济’绽放之时。”杨兰华说。

谈俊说，率先步入小康、围绕在太湖四周
的长三角地区，近年来都在打造“花园城镇”
“美丽乡村”，各种“花海”或花园景点相继建
成，必将进一步助推“花经济”发展。

经过多年大力环境治理，太湖沿岸渐成一个“大花园”

“ 花 经 济 ”绽 放 太 湖 之 滨

▲ 5 月 3 日，在芒果电商物流园一家公司，主播在直播间推介电动牙刷。
“五一”假期，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的芒果电商物流园依旧繁忙，不少电商签约主播

放弃休息，为企业直播带货，也“带火”了假日经济。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直播带货“带火”假日经济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
近日从工信部获悉，截至 3 月底，全国已建成
5G 基站达 19 . 8 万个，套餐用户规模超过 5000
万，5G 推进速度不断加快。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说，我国
5G 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截至 3 月
底，全国已建成 5G 基站达 19 . 8 万个。网络建

设加快的同时，终端也进入蓬勃发展期。截至 4
月 20 日，已有 95 款终端获得入网许可，售价在
2000 元以下的 5G手机已经面市。

多家国内手机厂商通过加强信息技术来优
化应用体验，争取市场。比如，vivo 近日推出的
iQOO Neo3手机，通过对手机运行速度、触控
操作、画面显示、散热等进行系统优化，搭载游

戏场景，增强了应用体验。
工信部表示，将支持手机企业加强研发创

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品类丰富、性价比高的
5G手机，推动电信运营商通过优化套餐设置、
逐步降低流量资费水平、信用购机等举措，带动
5G手机消费，加大 5G+VR/AR、赛事直播、游戏
娱乐等应用推广力度，带动信息消费快速增长。

我国 5G 发展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
已建成 19 . 8 万个基站 套餐用户规模超 5000 万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参
考消息》3 日刊
登德国之声电台
网站文章《疫情
过后，中国还会
是“世界工厂”
吗》。文章摘要
如下：

新冠疫情的
暴发和政府出台
的种种控制措施
给全球供应链带
来影响，工厂突
然停工，超市无
法补充库存，不
少货物出现紧
缺。这场危机造
成前所未有的混
乱，全球各大企
业从中汲取教
训，以便未来更
好地应对冲击。
不过，大多数公
司并不会考虑抛
弃中国这个世界
大工厂。

美国沃顿商
学院运营、信息
和决策教授莫里
斯·科恩在接受
德国之声采访时
表示：“我并不认
为中国作为制造
业主要供应商的
地位会改变。也
许某些行业会有
变化，但总体来
说，不会出现结
构性改变。有些
人说我们要把制
造业撤回美国，
但这是不会发生
的。”

过去 20 年，
西方企业为了降
低生产成本和开
拓新市场而大规
模进军中国，中
国逐渐成为全球
供应链的核心。
如今，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约占全
球比重的 20%，
这也和外企在中
国的投资不无关
系。根据德国一
家公司最近的调
查，五分之四的
大型企业都依赖
中国供应商。

值得一提的
是，由于劳动力
成本上升等原
因，近几年一直
有外国企业试图将业务迁出中国。 2018
年至 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激烈之时，也
有不少外企为了避免加征关税等原因，寻
求将业务迁到邻国。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
生产和供应链专家克努特·阿利克说：
“疫情危机期间，许多公司都在寻找替代
中国的供应商。有些公司找到了，但有些
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找到。那些找
到替代供应商的人未来不会再转回到中国
生产。”

不过有不少专家认为，即使企业在其
他国家找到供应商，也将继续留在中国，
以便在这块巨大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它们将此称为“中国+1”战略。还有一种说
法是，其他国家可能在技术工人、基础设
施和原材料方面无法满足这些企业的需
要，难以替代中国。

中国美国商会 3 月份的一项调查显
示，超过 70% 的企业表示目前还没有将生
产和供应链业务迁出中国的计划。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说：“与某
种说法不同，基于中国的数据表明，我们
的大多数会员不会很快打包走人离开中
国。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了数月的封锁
后，中国似乎走在了全球经济复苏的前
列，许多公司最初选择中国的理由至今依
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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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张骁、张超）
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关系千家万
户切身利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中小微
企业经营面临困境，一些地方出台为企业减免
房租的扶持政策。政策落地如何？记者近日在北
京采访了解到，中央、北京市国有企业联手为在
京中小微企业减免房租，为上万家企业主积蓄
复工复产“新动能”。

帮扶中小微企业 央地国企打出
“组合拳”

胡大爷涮肉馆位于北京前门景区附近。受
疫情影响，餐馆歇业至今，但人员工资仍要正常
支付。商户老板马俊峰焦急之际，“房东”中石化
北京石油公司将其 2 月、3 月和 4 月的租金陆
续减免，餐馆得以存活。这是北京市出台关于帮
扶小微企业发展的“京 16 条”和“新 9 条”文件
措施后，中央企业主动响应的一个缩影。

中石化北京公司董事长徐旭日介绍，现在
公司不仅延长租金减免时限，还按照北京市文
件将减免范围扩大到与加油站合作的洗车网
点。预计二季度，公司还将为在京中小微企业减
免 137 万元。

疫情让中央企业同样面临经营压力，但在
节后复工伊始，中建二局即要求所属单位暂缓
收取在京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租金。“目前，
公司有稳定承租人 280 余个，所有租户全部实

现复工复产！”中建二局党委副书记许远峰介
绍，公司已为 58 个在京中小微企业、12 户个体
工商户减免租金 666 . 13 万元。

北京市国资委主任张贵林介绍，截至目
前， 36 家市管企业计划减免租金金额合计约
9 . 8 亿元，租金减免覆盖北京市所有行政区，
涉及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2 . 36 万余家。
据国务院国资委初步统计，一季度该委监管的
中央企业驻京单位累计为北京市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 2 . 9 亿元，缓收房租 2 . 5
亿元。

减免讲精准 让中小微企业真受益

“很多在京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租
金，占营业成本的半数以上，为它们减免房租并
非‘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张贵林表示，
纾困工作一定要讲究时效性，拖延不得。

“京 16 条”发布后，首农食品集团减免 2 月
租金 3133 . 33 万元、北京电控减免 2 月房租
6460 万元、祥龙公司减免 2 月租金 7272 万元。
“新 9 条”发布后，北京市国资委出台配套细则，
为中小微企业再输血、再减负，尤其突出精准
提质。

北京题香商贸有限公司有 10 名固定员工，
疫情发生时恰逢春茶大量上市，茶商经营额同
比急剧下降。“不仅工人难招，加工和物流成本
也有所上涨，大量绿茶囤积在库。”公司经理高

晓华感叹，在茶城经营近 20 年，头一次遇到这
么大的困难。

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北京祥龙公司所属马
连道茶城在当时没有其他收入项目的情况下，
为其上门减免房租，考虑到防疫消毒工作可能
给茶叶带来异味，还为他备好塑料布覆盖
茶叶。

疫情发生后，首农食品集团在保障首都食
品供应安全前提下，为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
计划减免租金达到 1 . 23 亿元，是市管企业租
金减免第一大户。集团房屋出租面积达 347 . 45
万平方米，中小微企业承租面积约占三分之二。
信息统计工作量巨大，如何确保符合条件的中
小微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

“集团及时调整系统机构和数据模型，将中
小微企业租金减免表格导入建设使用的土地资
产年报数据在线填报系统，既降低了工作量，也
提升了数据准确度。同时，我们利用逻辑校验、
查验分析等功能对二级企业报送的数据进行审
核汇总，实现快速整合、分类汇总、动态监控。”
首农食品集团董事长王国丰说。

北京电控发挥自身科技企业优势，创新采
用云视频服务“大礼包”、文创园“房租通”等帮
扶形式，受到租户欢迎。“减的是房租，增的是信
心。中小微企业也要化危为机，为首都经济建设
做出更大贡献！”北京电子城租户北京汇智众和
管理顾问公司副总经理闫好奇说。

共克“疫时艰” 送上“雪中炭”

央地国企为中小微企业“实力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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