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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 5 月 13 日电（记者付敏）“客户
的恢复状况非常好。疫情帮我们淘汰了一些不
良客户，优质的客户更注重品质，他们更接受我
们的新技术。”来自台湾基隆的厦门正旸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宋可琪介绍，企业的业务正处于
增长阶段。

在疫情防控的“下半场”，不少厦门台企抓
住大陆经济发展机遇，在厦门“惠台 26 条”实施
细则助力下高质量复产，业绩逆势增长。

今年 4 月中旬，为落深、落细、落实中央有
关部门《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下称“惠台 26 条”），厦门出台

《<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政策的申报、办
理程序。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厦门正旸物流公司已
经成为一个服务多家两岸知名企业的综合性物

流体。在宋可琪看来，这离不开两岸行业标准
的互联互通。

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振良介
绍，2011 年，厦门成为全国确立的首批 “两
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试点城市”之一。随后，
厦门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厦台资企业，
以及厦门市物流协会等，共同开展食品冷链
物流系列标准的研制。

宋可琪是其中的台籍专家之一。2013 年
以来，她开始陆续引进台湾的物流技术。

“惠台 26 条”中规定，台资企业可与大陆
企业同等参与行业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共同
促进两岸标准互联互通。

“我既幸运又自豪，在两岸冷链物流标
准的制定上，从引进到标准的落地、实施、扩
展，我都参与了。”宋可琪说，“在很多行业，
两岸统一标准对企业来说，越多越好。这样

可以让企业落地更容易，人才引进也更容
易”。

在厦门海峡两岸（海沧）无人机暨智能
机器人孵化基地里，台青张安昇摆弄着一套
玩具，这是他在大陆的创业项目——一套人
工智能儿童教具。“通过这次疫情，我看到大
陆有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链，加上庞大的市场，
大陆作为创业、研发的地点，是不二选择。”张
安昇说。

该孵化基地负责人黄振宇说，基地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已经孵化出 20 多家有市
场前景的两岸企业。“‘惠台 26 条’为两岸青
年人才创新创业以及两岸青年的融合发展提
供了更多机遇。很多台湾科技创业者前来咨
询，希望来基地落地研发。”

在厦门从事现代农业的台商宋志平表
示，“惠台 26 条”中，他最关注的是“台胞可申

请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申请符合条
件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和财政项目”。目前，
他已在厦门翔安成立了两个果蔬专业合
作社。

“在厦门，租农地越来越难，如果地块要
大，那就更加难了。”宋志平说，“如果有好的
现代农业方案和规划，村民加入进来，成为股
东，可以盈利。此外，在营销推广上，合作社模
式因为规模大、品类多，可以增加销售对象，
对接更大的超市、商家，这是双赢”。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表示，厦门
“惠台 26 条”实施细则详细、周到。

“都是干货，都是诚意。我们台商切切
实实感受到了‘厦门温度’。”吴家莹说，“大
陆已持续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举措，
为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提供更多
同等待遇。”

本报评论员黄筱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对全
世界的考验。它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按下了“暂
停键”，给人们的出行、工作、社交带来不便。
但换个角度看，疫情也倒逼我们做出正向的
改变，让一些健康、良性的生活观念逐渐深入
人心。

记者最近在浙江多家医院调研发现，受
疫情影响，医院的整体业务量下降明显。一方

面是因为人们担心在病人集中的医院，有被
疾病感染的风险；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得益于
疫情倒逼生活方式的改变，勤洗手、出门戴口
罩、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这些我们从幼儿时
期就知晓的“好习惯”，在这次疫情中得到全
面落实，爱扎堆、爱围观的“陋习”也在被
改变。

进一步分析医院业务量下降明显的科
室，不少医院院长都提到儿科患者减少最为
明显，每逢冬春换季期儿童呼吸道疾病流行
的高峰也不复存在。这背后是，孩子们出门频
率减少，即使外出也都戴上口罩，“病从口入”

的不少病源都被口罩“拒之门外”。
儿科“遇冷”还带来另一个层面的反思：

过去但凡孩子有点小痛小痒、小咳小涕，焦虑

的父母会立即带着孩子上医院，而且怕基层
医院、县区医院看不好，要去就去省市级大医
院，过度扎堆让大医院人满为患，挂号、排队、
检测、等候……一圈折腾下来，本没有生病的
孩子在医院可能都被折腾出问题。家长过度
医疗的就医观念，导致儿科资源浪费严重，也
给儿科医护人员造成压力。

面对疫情，人们减少了外出，孩子出现一
些小毛病，家长首先会想到居家观察，尽量不
去医院，要去则去离家近、人少且方便的社区
医院。正是在观察期中，家长或许就发现，只
要多喝点水、清淡饮食，孩子的小毛病就自愈
了，社区医生提到的“注重家庭保健，良好的
作息和饮食习惯能够预防疾病发生”，这些原
本被家长们忽略的常识也产生了“奇效”。

公勺公筷的使用和分餐制，是疫情期间一
种认可度得到提高的文明餐饮方式。中国人喜
欢围着圆桌、共享一桌美食，然而这样的习惯
其实暗藏许多风险，例如“一人得病，全家感
染”的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共餐时恣意横行，
医疗专家表示共餐制还可能会引起甲肝、霍
乱、戊肝、细菌性痢疾、伤寒、肠结核、脊髓灰质
炎等多种疾病传播风险。

从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得出的一个重要
医学经验，正是被事实无数次证明的“预防为
主”，特别是预防传染性疾病，分餐制、不随地
吐痰等是重要的预防方法。“餐桌革命”与个人
健康息息相关，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
升健康素养，正成为百姓自觉践行的行动，对
于推进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也大有裨益。

新华社郑州 5 月 14 日电（记
者闻有成、李文哲）“战‘疫’包随人
走，从不离手。”河南中牟县人民医
院女院长白金娥说，手中提包如同
会说话的“好战友”，抗击疫情哪点
儿情况不清楚，就随时打开包核查
材料。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白金娥
风风火火穿梭于医院门诊、隔离病
区，她拎着的提包“述说”着鲜活的
战“疫”故事。

包里“兜”的是战“疫”家底

院长的提包里装的是什么？白金娥告诉记者，这包里有
三本资料夹，一本统计各类防护用品用量、存量，就是医院
的战“疫”家底，一本涵盖院内留观、疑似、确诊等人员数量
及病例情况，还有一本汇总所有政策文件包括治疗方案，便
于掌握医院目前治疗能力、疫情现状等重要信息。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冲淡了中牟县城原本喜庆
的年味儿。作为全县唯一的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中牟县人民
医院肩负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担。

白金娥，中牟县人民医院的主心骨和第一责任人，经历
过“非典”疫情考验。她深知，病毒不怕喊口号，迫在眉睫的
是要抢占抗击疫情的“上风口”。

“防护物资好比战场上的弹药、盾牌，是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基本保障。”白金娥说。为了充实战“疫”家底，她组
织人员多次赴山东单县、河南长垣市等地现场购置防护物
资，确保了医院防护物资供给不断“链”。

抗疫战略“包中见”。制订防控预案，组建战“疫”梯队，
实现人员调配到位；改造发热门诊，调整病区设置，落实责
任到人的网格化管理……一系列筑牢疫情“防护网”的措施
让县医院有了担当大任的能力，白金娥说：“扛着枪过日子
比空手等狼来心里踏实。”

包里“提”着医患零感染

战“疫”时刻，白金娥像一个敏锐的“灭火队长”，察觉到
医院感染防控可能出现的漏洞，就尽早地消除。她一再说
“感控无小事”，要为医务人员筑好“防火墙”，把防控感染的
“防弹衣”，披到每位一线战士身上。

白金娥在科室病房和肉眼见不到的细菌、病毒打交道、
做斗争。在病房里，她一对一地解决医护人员穿脱防护用品
中出现的问题，力求实现全员零感染的目标。

谈起医院防控病毒传染环节的管理，白金娥掏出包里
的报表说：“尽管很多数据、内容都已了然于心，为确保掌握
情况准确、工作高效，我会把最近几天的资料放在包里带
着，便于随时随地查阅。有时一份文件精神无法一次落实到
位，就需要随时拿出文件再想想。”

记者在白金娥办公室里看到，每本资料都很厚，用大
夹子夹着，按日期叠放，当天的在最上面，便于对比
参考。

防护高招“包中藏”。从接诊筛查到隔离治疗，再到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中牟县人民医院捧出了全部
医务人员和全部就诊人员零感染的清单。

包里“背”着病人的生命托付

“一名患者在隔离病区没有亲人陪伴产生恐惧感，心
里特别焦虑烦躁，几乎不到十分钟按一次呼叫器。”白金
娥说。

记者在战“疫”包内的表格上看到这名患者的情况时，白
金娥介绍说，传染性疾病科主任陈巧霞用叙事护理方式，让
患者把疾病的经过、心里的委屈都倾诉出来，解了心结。患者
情绪慢慢稳定后，开始接受和配合治疗，很快就康复出院了。

“看不清你的脸，却能感受到你的爱。”这位患者治愈出
院时对日夜护理自己的医护人员说。

义无反顾请战上前线的老党员、用暖心妙招陪伴患者
的医护人员……在白金娥的战“疫”包里，还有很多传递温
暖的故事。

如今，白金娥包里装过的战“疫”资料摞起来已有 1 米
多高。在白金娥的带领下，全院告别了就会议贯彻会议、就
文件学文件的传统方式，通过多商防控工作流程、多查台账
完成、多列防控难题的解决办法清单，形成了讲究战“疫”实
际执行效率的新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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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牟县人民医院
院长白金娥在介绍她的战“疫”

包（5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厦门出台“惠台 26 条”实施细则

让台商“切切实实”感受“厦门温度”

儿科“遇冷”，小孩突然不爱生病了？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
电（记者陈旭）记者从北京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和《北京市
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征
求意见稿）13 日起面向社会
征求意见，时间为 30 天。

据了解，北京市积分落
户试行政策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有关部门对积
分落户政策进行了修订。此
次积分落户政策修订遵循
“连续稳定、精简优化、公平
公正”的原则，并在积分政策
试行期间全过程评估的基础
上进行。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修
订坚持政策导向不变、指标
体系不变、赋分原则不变。继
续有序推进长期在京合法稳
定居住就业、符合首都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的普通劳动者
落户问题。其中，4项资格条
件（持有北京市居住证、法定
退休年龄以下、在京连续缴
纳社会保险满 7 年、无刑事
犯罪记录）和 2 个基础指标
（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
所）不做调整，7 个导向指标
（教育背景、职住区域、创新
创业、纳税、年龄、荣誉表彰、
守法记录）中有 6 个从操作
层面予以完善。

据介绍，针对前期政策
试行过程中出现的个别指标
存在核实困难、有失公平等
问题，本着更有利于申报者
的原则，本次修订优化了 3
个指标，精简了 2 个指标，调
整了 1 类内容。

具体内容为：教育背景
指标增加对只取得学历或学
位人员可积分的内容，调整
就学期间社保扣缴规则；职
住区域指标不再考量转移前

就业居住情况，明确对在北京市城六区之外其
他行政区自有住所居住(或工作并居住)，且取
得落户资格后在该自有住所落户的给予积分；
年龄指标避免年龄超过 45周岁申请人分值的
断崖式下降，进行梯度赋分。

同时，创新创业指标精简关于申请人任职
年限、工资收入等加分内容，纳税指标精简了申
请人在京投资企业按照出资比例纳税可获加分
的内容，倡导持续稳定纳税。减分项方面，明确
涉税违法行为和行政拘留处罚“近 5 年”的扣分
年限，避免一旦违法、终身受罚。

此外，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也同步予以
修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工
作流程方面，明确了在线审核、在线复查、在线
查看积分排名等操作标准，申报审核“全网通
办”；在落户公示方面，扩大落户人员分值公示
范围，从仅公布个人总积分调整为公布个人各
项指标详细积分。

公众可在 5月 13日至 6月 12日，登录首都之
窗网站查阅政策具体内容，并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意
见建议。相关部门将对各方意见持续跟踪、及时汇
总、逐条研究，待征求意见期结束后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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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沪警方侦破假冒商标案，涉案金额约 2 亿元

▲ 5 月 13 日，专案组民警瞿少君（右）、顾中华在存放假冒某国际品牌皮具商品的仓库对查获的皮具商品进行查验。
日前，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经侦支队历经 8 个月侦查，在广东警方的配合下侦破一起制售假冒某国际品牌皮具商品案，捣毁一个

集产、储、销为一体的制假售假犯罪网络，抓获以张某为首的 57 名犯罪嫌疑人，捣毁生产窝点 5 处（生产线 11 条），查获假冒品牌皮包
1 . 3 万余个，假冒品牌五金件 2 万余枚，生产皮料 600 余卷，另有各类加工设备 200 余台（件），涉案金额约 2 亿元人民币。目前，张某等
57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应对沙漠蝗侵入风险，云南培训技术人员
新华社昆明 5 月 14 日电（记者赵珮然）

为有效应对沙漠蝗侵入风险，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局 14 日网上培训了 16 个州市 1000 余
名技术人员。专家研判，基于气候、蝗情应对
等复杂因素，云南仍存沙漠蝗侵入风险。

培训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森林保护研
究所等机构的专家讲授沙漠蝗的监测与防

控、云南蝗虫区系与主要种类识别等知识。
根据沙漠蝗迁飞预测，专家认为应特别

重视滇西、滇西南边境一线的监测和防控。境
外平坦的产粮区因其利于蝗虫聚集、采食、起
飞、扩散，要做好应急防控准备；滇南、滇东南
及内地二线持续干旱区要严密监控并充分预
估因干旱可能造成蝗虫适生的情形，制定防
灾预案；对于滇西北毗邻沙漠蝗迁飞隐患区，

做好联查联治和信息沟通，防止出现漏查
漏治。

据了解，云南省已安排 135 万元专项
经费，用于支持沙漠蝗监测防控，27 个沙
漠蝗监测重点县已布设 120 个监测点，构
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点线面结合的监测
预报网络，严防沙漠蝗侵入、定殖和向国内
其他区域扩散，保障生态安全。

新华社上海 5 月 14 日电（记者郭敬丹）为进一步加强
对中华鲟这一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上海进行地方立法。
14 日，《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经上海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 6 月 6 日起
施行。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介绍，条例坚持保
护与管理并重，确立了生态优先、统筹协调、严格监管、社会
共治的保护与管理原则。

条例规定，上海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或协调
开展中华鲟人工繁育工作，制定工作规范，留存中华鲟繁
殖群体和活体基因，增加人工繁育资源和遗传多样性。条
例还要求建立健全中华鲟收容救护体系，禁止捕捉、杀害
中华鲟，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展示等特殊情况需要出
售、收购、运输、利用中华鲟或者其制品的，应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获得批准。

条例还要求上海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制定中华鲟
保护管理检查计划，并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向社会发布上海
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报告。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奖励机制，
单位或个人发现危害中华鲟及其栖息地的违法行为，可以
投诉举报，对于在中华鲟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依法
给予奖励。

上海立法保护中华鲟

香 港 3 2 人 涉 暴 动 罪 被 起 诉
新华社香港 5 月 14 日电（记者苏万明）

香港警方 14 日通报，就 2019 年 8 月 29 日晚
在深水埗及 11 月 18 日在香港理工大学附近
发生的两场暴动，警方征询律政司意见后，先
后以暴动罪等罪名立案起诉 32 人。

据介绍，两宗案件将分别于 6 月 16 日在
九龙城裁判法院及 5 月 18 日在东区裁判法
院审讯。

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总督察卢嘉晋介绍，
2019 年 8 月 29 日晚，在深水埗警署附近，有

大批示威者集结，对行人和交通造成阻碍，部
分示威者还向警方投掷砖头等。多次劝谕和
警告无效后，警方展开清场行动。当晚，警方
现场拘捕了 18 人，包括 14 男 4 女，年龄 13
岁至 41 岁，涉暴动罪、非法聚集、藏有攻击性
武器等罪名。这 18 人将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
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接受审讯。

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陆振中介绍，
2019 年 11 月 18 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一带发
生的暴动中，15 人（年龄介于 16 岁至 61 岁）

在警方驱散行动中被捕。警方经过进一步
调查、收集证据，并征询律政司意见后，认
为有足够证据，以暴动罪、管有工具可作非
法用途罪、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等罪名起诉 14 人。他们将于 5 月 18 日在
东区裁判法院接受审讯。另一人还在拘捕
当中。

警方介绍，修例风波以来，截至 14 日
早晨，警方已拘捕 8337 人，其中 1448 人涉
及暴动罪，581 人已经被以暴动罪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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