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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记
者栗建昌、王希、陈灏）抢建医院、
保障民生、有序复产、发力改
革……疫情发生以来，有一股力
量始终斗志昂扬、勇挑重担，成为
经济承压、复苏、发展的中流
砥柱。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陕西考
察时指出，在防控疫情中，国有企
业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生力军的
作用，在推动复工复产过程中，国
有企业也要发挥主力军、生力军
作用。

新华社记者采访看到，抗击
疫情，一批国有企业全力以赴不
松懈，始终冲锋在前；复工复产，
一批国有企业危中觅机、发力改
革、引领创新，奋斗在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越是危急越担当，这
就是在抗疫复工最前线迸发出的
中国国企力量。

战一线，展现“国企速度”

吊臂起落，机声隆隆，远处的
安全帽上下跃动……“五一”假日
期间，武汉光谷大悦城项目现场，
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中国
建筑中建三局的 800 多名工人正
抓紧施工作业。

“我们复工一个多月了，没有
人提出休假，大家都想多干点，把
因为疫情失去的时间抢回来！”项
目经理郑国军表示，将通过分区
同时作业、增加施工人员等办法，
光谷大悦城项目有望按原定时间
完工。

作为在鄂央企，中建三局在
疫情发生后临危受命，牵头扛起
了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重
任，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中国速
度”。

如今，他们把建设“两山”医
院的劲头转化为复工复产的动
能。“五一”期间，中建三局投入近
6 万名劳务人员、1300 余台大型
设备，全面推进在湖北省内的
300 个项目。

6 万多名央企系统医护人员
投入抗疫一线，多家央企紧急转
产医疗物资，生产线上“人倒班、
机不停、连轴转”，单日最高生产
防护服超 15 万套、医用口罩 740
余万只；各地国企率先复工复产，
全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从疫情初期，克服一切困难
完成专门医院建设、不计代价转
产紧缺医疗物资，到如今防疫、复
产“双线作战”，国有企业始终矗
立在战“疫”最前线。

在山东，省属国企山东康力
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春节以
来取消了所有假期，全员上阵生
产口罩、防护服等抗疫物资，医用
外科口罩产能较疫情前提高了
10 倍，防护服产能增长几十倍。

“大家确实很疲惫，但都在咬
牙坚持。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再
苦再累我们国企人都义无反顾！”
康力医疗董事长梁会亮说。

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
沿。一大批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刻
冲得上、顶得住，以实际行动证
明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
力量。

保供应，感受“国企担当”

“进来几趟车？”“现在一道进

车 1 列。”
“优先调往华能武汉电厂。”

“收到！158 列现在发往华能武汉
电厂。”

疫情发生后，在山西潞安集
团高河煤矿装车队的控制室内，
类似的指令几乎每天都要响起。

疫情突发，湖北各电厂电煤
库存一度告急。恰逢煤炭企业春
节停产，山西近千座煤矿中，正常
生产的矿井只有几十座。

疫情就是命令！国有煤炭企
业迅速复工复产，开辟“绿色通
道”。有时甚至来不及签订采购合
同，一列列满载“乌金”的重载列
车就已驶出太行山，及时缓解湖
北、武汉等地的燃“煤”之急。

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保
障，关乎战“疫”全局。国有企业在
人们鲜有关注的“战场”上默默奋
斗，合力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提供了有力支撑。

通信服务“不断线”——
总部位于武汉的中国信科集

团，不到 36 小时就完成了雷神山
医院新建 3G、4G、5G 系统任
务，并在一周内打通湖北省首个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防控指挥
系统，让疫情防控信息跑在了“高
速路”上。

电力供应“不掉闸”——
搭设电缆保温棚，铺设电缆

和顶管，装设高压真空开关，调试
备用电源和配电增容设备……今
年 2 月初，国家电网长春供电公
司工程师陈泽旭和他的同事们，
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寒冷天气
里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在他们的
努力下，一家疫情防控后备定点
救治医院的送电改造工程顺利完
工，比原计划提前 10 天完成。

粮油等物资“不断供”——
中粮、华润、中化等 10 家央

企承诺，疫情期间防疫物资和重
要民生商品，价格不涨、质量不
降、供应不断；多家石油石化企业
抢调油气资源，湖北境内 2000 多
家加油站 24 小时“不打烊”。

“我们苦点不算什么”“保障
前线就是保障生命”……在非常
时期，一大批国企人不计得失、不
惜代价作出非常贡献，为抗疫复
产提供坚实基础保障。

抓先机，彰显“国企作为”

5 月的三秦大地，生机勃发。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总装车间里一片繁忙景象。这
家在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制
造企业 2 月中旬复工后，产能逐
步恢复，目前生产线已满负荷
运转。

“我们年初确定的全年目标
是整车产销 22 . 5 万辆，截至 4
月底，订单量已经超过了去年同
期。”谈及今年市场前景和企业发
展，陕汽集团副总经理刘科强信
心满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国有
企业做实做强做优，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
挥的重要保障。

疫情之下，国企改革攻坚脚
步不停。

一些国有企业主动作为，下
出了深化改革开放“先手棋”。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长春市
政府、中国一汽集团、美国丝尔科
公司日前签署红旗 S 系项目合
作意向书，将成立合资公司，制造
首款红旗跑车。“吉林汽车产业基
础坚实、人才储备丰富，我们对合
作的项目充满信心。”美国丝尔科
公司董事长乔纳森·克莱恩表示。

一批国有企业承担的重大项
目建设快马加鞭。

全球海拔最高 5G 基站建
成，5G 信号首次覆盖珠峰峰顶；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
开启；潍柴集团开足马力，激活了
300 多家产业链合作企业……

一些“补短板、强弱项”投资
提速换挡。

山东高速、齐鲁交通等基础
设施投资领域的山东省属企业，
将年度计划投资额上调 50%。日
前，国务院国资委召开部分地方
国资委负责人视频会，明确将坚
定信心、迎难而上，指导推动国资
国企全力以赴实现稳增长，坚定
不移深化改革，加快补齐发展短
板，未雨绸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疫情冲击不可避免，攻坚克
难事在人为。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企正充分
发挥产业聚合能力强、辐射作用
大的优势，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共同发展，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作
出更大贡献。

（参与记者：毛海峰、徐海波、
梁晓飞、孟含琪、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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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忙了，更稳了，更快了
长春市部分企业复工复产见闻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郎秋红、邵美琦）5
月的东北，生机勃勃。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蛰
伏期，人，再度忙起来；机器，加速转起来。

找市场、上项目、“云验收”……近日，
记者走访了吉林省长春市多家企业，切身
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老工业基地
在常态化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恢复
动能的速度与决心。

机械制造厂、服装加工厂、激光器生产
企业……无论是老牌的还是新兴的制造业
企业，在坚持生产的同时，以创新谋发展求
转型，主动作为，逆势成长。

更忙了：化危为机谋转型

“没想到，比正常年景还要忙！”长春合
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立志说。
这家专门生产生产线的企业，2 月 10 日就
已经开工。

米其林轮胎智能化生产线、伟巴斯特
天窗生产线……宽敞的车间里，钳工班长
李永欣指着几台正在包装的大型装备告诉
记者，这是即将出口的最新装备，客户刚刚

通过视频进行了“云验收”。
车间的另一边，公司新开发的第三代

N95 口罩生产线正在进行测试。这一代的
生产线耳带焊接技术更好，订单供不应求。

王立志说，在新生产线的拉动下，公司
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 18%。

抓住疫情期间的新需求，发挥老工业
基地的制造业优势，是许多企业走出困境
的“法宝”。

在吉林省方大制衣有限公司，工人们
穿着防尘服，正在自动化口罩机前作业。公
司总经理徐红光介绍，受疫情影响，企业服
装订单大幅下降。他们千方百计购入口罩
生产线和熔喷布，现在日产口罩 3 万到 5
万片。通过积极转型，做到了不裁员，不
减薪。

更稳了：科研兴业练“内功”

“疫情对我们这样的出口型企业影
响很大，但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吉林省
永利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
任孙慧丽说。

永利激光是一家高科技企业，由于疫
情影响，上半年国际订单减少。企业利用
这个空窗期，苦练“内功”。他们一边对传
统激光器产品进行工艺改造，一边加大新
产品研发力度，成功开发出光纤激光器和
射频激光器。目前，公司二期厂房已经开
工，新产品投产后，首年可实现产值 5
亿元。

疫情冲击下，更加凸显科技创新的优
势。王立志说，正是平时注重研发力量储
备，合心机械才能在疫情发生后迅速集结
100 多位工程师，仅用 5 天时间就攻克了
N95 口罩生产线，从而化危为机，发掘出新
的增长点。

即便是方大制衣这样的老牌服装制造
企业，也尝试到了创新的甜头。他们对购进
的生产线加以改进，在生产成人口罩基础
上，又开发出了儿童口罩。徐红光表示，下
一步，他们还将加大研发，做好技术储备。

更快了：复工复产加速度

“从 4 月份情况看，内贸市场已慢慢恢

复。”
“我们判断下半年订单会大幅增长。”
深入这些工厂车间，没有想象中的冷

清，而是一种开足马力复工复产的紧迫感
和未来可期的信心。

这几天，永利激光的销售人员正在热
火朝天地进行网上直播的演练，进行产品
功能展示。由于疫情影响，很多大型展会取
消，他们通过建立公众账号，在国内外社交
网站和交易平台上开通现场直播，尝试用
中英文双语进行推介。

在合心机械设计团队工作的大平
面，一个个被隔板隔开的工作台后，工程
师们正忙着新项目设计，在电脑上勾勒
出一张张模型图。上半年国际订单减少，
但是国内订单增加了，很多大企业主动
找上门来。“客户都着急，我们也在加快
进度，为其他行业复工复产做好保障。”
王立志说。

对于这些老工业基地的企业来说，没
有时间垂头丧气。想办法，谋机遇，才会让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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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轮渡船
在鼓浪屿钢琴码
头缓缓靠岸。坐落
在厦门鼓浪屿一
栋百年别墅里的
虫洞书店，迎来一
天当中的第一波
客人。

书店二楼是一
个音乐艺术空间，
空间一角，摆放着
一架供来访者弹奏
的钢琴，一位身着
长裙的姑娘坐到琴
前，细长手指划过
黑白琴键。旋律婉
转，琴声如诉。曾因
新冠肺炎疫情归于
沉寂的鼓浪屿正在
复苏。

鼓浪屿又名琴
岛，是南国海上的
一颗“明珠”，因为
“城在海上、海在城
中”被誉为“海上花
园”。这里背陆临
海、风景优美，一年
四季繁花锦簇。游
人漫步岛上，常会
有琴声入耳，移步
换景，景动曲生，成
为鼓浪屿独特的观
光体验。

疫情发生后，
鼓浪屿一度景区封
闭、商户歇业、琴声
消寂。“疫情是一场
挑战，却也把大家
团结到了一起。”鼓浪屿街道工作人员杨
坤杰说，“让小岛恢复往日的生机和活
力，成了疫情期间岛上居民的共同目
标。”

经过一个多月的小岛战“疫”，有序
复工复产被提上日程。

3 月 6 日，鼓浪屿景区露天景点正
式恢复开放；4 月 10 日起，鼓浪屿核心
景点面向游客限时免费……轮渡航线陆
续开通，餐馆民宿开始营业，游人归来，
琴声又起，曾因疫情归于沉寂的鼓浪屿，
开始一点一点恢复人气。

在临山靠海的菽庄花园，奇石假山
错落有致，由爱国华侨胡友义收藏并捐
赠的 40 多架古钢琴正安静伫立在花园
里一栋钢琴形的建筑中，等待来客。由于
钢琴博物馆属于室内场馆，目前还未对
外开放。博物馆前的树荫里，来自厦门的
叶志雄一家四口人正在休息。8 岁的小
儿子正依偎在妈妈怀里咕哝：“等疫情过
去，就可以进去看钢琴了。”

“室内场馆不开放虽然遗憾，但可以
理解，鼓浪屿目前的防疫措施让人放心。”

看到儿子因为没能进入博物馆而有些沮
丧，叶志雄说：“等疫情过后，爸爸一定再
带你来鼓浪屿。”

离开钢琴博物馆，来到鼓浪屿的制
高点——日光岩。登峰俯瞰，鼓浪屿风光
尽收眼底。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时，
曾在此屯兵。现在，这里仍有当年郑成功
指挥水师操练的水操台以及龙头山寨门
等遗址。

因为兼具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绝佳
的自然风光，日光岩成为岛上的人气景
点。为防止人员聚集，景区每日限定接
待游客 4 6 8 0 人 ，仅为核定承载量的
30% 。

“来到这里工作已经五六年了，这次
疫情是我见到鼓浪屿经受的最大一次冲
击。”在日光岩景区入口处，工作人员张
丽专正在检查每一位进园游客的预约码
和口罩佩戴情况。尽管所接待的游客数
量骤减，但对于鼓浪屿的未来，张丽专说
她并不担心。

“日光岩每天 4000 多个进园名额都
被早早预约一空。”张丽专说，“游客出行
的热情不减，鼓浪屿的美景常在，只要有
这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记者康淼、赵文才、闫红心）
新华社厦门电

曾要押房发工资，仨月过后大翻身
天津一家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故事

新华社天津 5 月 11 日电（记者王井
怀）人生如舟，世事如流。疫情发生以来，像
千万个中小企业老板一样，“80 后”王晨的
心情随着疫情跌宕，企业也随之飘摇，一度
要靠借债、抵押房产发工资。如今，在政府
帮助下，企业积极转变思路，经过几个月努
力终于打了个翻身仗。

10 多年前，王晨投身宠物食品行业。
与几位合伙人在天津市静海区办起宠物食
品公司，组建研发队伍，主营面向海外市场
的高端宠物食品。不过，企业生产的是贴牌
产品，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王晨与几位合伙人一商量，在天津市
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投资 1600 多万
元创建新品牌“元创品智”。新企业订制最
先进的设备，于去年 8 月正式开业。他们准
备大干一场。

不幸的是，疫情来了。“年都没过好。
企业因疫情停产，担心没办法复工。”王晨
回忆说，年后有一笔海外订单需要交付，
如果违约便面临大额赔偿。

担心很快消失了。京津科技谷产业园

管委会经过详细排查，认为企业具备复工
复产条件。复工前后，天津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几次到企业讲解复工政策，老厂所在
的静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送来口罩等
防疫物资。“元创品智”成为当地第一批复
工的企业。

一波不平一波又起。2 月中下旬，全
国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国内原材料涨价、
运输成本增加。另一位合伙人吴增杰说：
“当时企业发不了 3 月份的工资。”4 位
合伙人愁眉苦脸，一度有了关闭企业的
念头。

“我抵押一套房子凑点钱，顶一阵吧。”
当时在上海的吴增杰看到大家为企业生存
奔波，而自己远在外地帮不上忙，提出这个
想法。

随后，吴增杰拿房子向银行抵押贷
款。然而，手续比较繁琐，发工资的日子
越来越近，远水解不了近渴。几位朋友知
道后借给他 2 0 0 万元，企业才缓了一
口气。

3 月，天津市金融工作局得知企业的

困难，组织银行与企业对接。经过对企业的
严格评估，一家银行与企业达成 150 万元
信用贷款的意向。“这可不仅仅是雪中送
炭。”企业团队负责人金大元激动地说，“作
为民企、中小企业，能拿到信用贷款，对今
后壮大企业很有帮助。”

这期间，企业开始面向国内、线上转
型。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组织企业参加阿里、
京东等多家电商平台举办的业务培训。高
品质的产品很快在网上打开局面。3 月份
有 30 多家网店代售产品，到 4 月底达到
130 余家。同时，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给予企
业租金“减三免三”政策，又减轻 30 多万元
的负担。

这几天，王晨盘点 2 月份复工以来的
销售额，单月达到约 280 万元，比疫情前月
销售额增加了 3 倍。

最近，企业新订购 3 台大型设备，又扩
招十几名员工。“我也计划用自己房产办抵
押贷款，进一步扩大生产。”金大元如今对
企业发展充满信心，“要在危机中打出国内
市场的品牌名气”。

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开放

▲ 5 月 11 日，游客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留影。当日，乐园重新开放。 新华社记者任珑摄

新华社上海 5 月 11 日电（记者许晓青、
胡文嘉）11 日上午，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开
放。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全球首个重
新开放的迪士尼乐园。

上海迪士尼项目是迄今规模最大的
中美合作现代服务业项目。2016 年 6 月
开园以来，上海迪士尼乐园已成为上海
及长三角地区颇具吸引力的旅游目
的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海迪士尼

乐园自 1 月 25 日起关闭。日前，众多
员工顺利复工，为重新开园做好充分
准备。

1 1 日入园的首批游客对迪士
尼之旅充满期待。家住浦东的陈女士
带着 6 岁的女儿排队入园。“特别想
来这里游玩，我们会按园区要求做好
个人防护。”陈女士说。

据了解，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开放
采取了限流及预约等措施，以保障游客

和演职人员健康安全。在乐园的排队区
域、餐厅、游乐项目等地方，黄色的引导
标识时刻提醒游客保持安全距离。乐园
还增设了 300 多处免洗消毒洗手液提供
点，并增加了重点区域的消毒频次。

上海迪士尼乐园表示，乐园的重新
开放秉持审慎原则，借鉴迪士尼小镇、星
愿公园和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于 3 月初
重新开放的经验，落实强化健康和安全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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