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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 2 日电（记者樊
曦、魏玉坤）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日前
印发通知，对切实加
强疫情科学防控、有
序做好企业复工复
产工作做出安排部
署。作为国民经济的
“大动脉”和“先行
官”，交通领域正在
积极行动。

保运输，严禁

封路断路

2 月 11 日下午，
3 班南航包机从广州
直飞湖北宜昌三峡机
场。机上运送的是
250 名广东对口支援
荆州的医疗人员和医
疗物资。

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民航、铁
路、交通等各部门纷
纷行动，重点保障应
急物资运输。统计显
示，截至 2 月 11 日，
民航系统共保障应
急 物 资 运 输 航 班
9875 个航班，运送防
控物资累计近 1 . 25
万吨；铁路部门已累
计装运疫情防控保
障物资 4942 批、16
万件、5 . 8 万吨。

公路是保障。陕
西省对境内运送疫
情防控药品、器械、
物资等专用车辆，按
照不停车、不检查、
不收费，优先通行的
“三不一优先”原则
确保应急物资便捷

高效运输，目前共开通高速公路应急物资绿色通道
474 道。山西省对所有超限检测站和收费站全部开
通绿色通道，所有一线养护单位建立定时巡路机
制，全部上路巡查，及时排查影响正常通行的各类
行为现象。

全国来看，所有国省道运行基本畅通。不过，在
一些地区仍然存在擅自封路堵路的情况。交通运输
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表示，各地要全力做好公
路保通保畅，严禁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严禁阻
断各省干线公路，严禁硬隔离或者挖断农村公路，严
禁阻碍应急运输车辆通行，严禁擅自在高速公路服
务区、收费站、省界和各省干线公路设置疫情防控检
疫点或者检测站。

他表示，交通运输部将进一步强化部省联合会
商、调度，根据各地反馈的情况，指导省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积极协调其他有关部门，做好已经封闭的
高速公路开通工作。

保复工，做好错峰返程

疫情发生之后，企业开复工时间推迟，劳动力返
岗时间错后。从全国来看，许多与疫情相关的行业企
业缺工明显，部分招聘求职活动暂时性推迟。

如何有序安排复工，尽力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亮表示，重要国计民生
领域要立即复工复产，重大项目要及时返岗、尽早开
工。对劳务输入大省和外地人口聚集的地区，要加强
运输组织，错峰返程。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显示，截至 2 月 10 日，
四川、广东、湖南、山东、江苏、福建等省份省际、市际
客运已经逐步恢复运营。此外，有 18 个省区市的市
内客运班线也已经逐步恢复运营。

在做好农民工等群体返程运输方面，徐亚华表
示，对劳务输出大省和外地人员聚集的地区，交通运
输部门将进一步加强运输组织，发送“点对点”直达
包车，对政府组织的农民工返岗包车免收高速公路
通行费，而且优先便捷通行。

截至 2 月 10 日，四川、山东、浙江等地方政府已
组织了 200 多趟次的农民工包车，安排近 9000 名农
民工返回工作岗位。

中国铁路哈尔滨、上海、西安、南宁、南昌、昆明
局等集团公司结合务工人员、学生及其他主要客流
流向、流量和出行时间，适当调节运能，继续延长退
票时限和免费退票政策，密切关注各地复工、返校时
间安排，根据客流变化，及时加开旅客列车，精心安
排节后错峰返程运力。

保复产，加强交通运输组织保障

经济是完整的产业链，哪一个环节卡住，经济运
行都会出问题。做好交通运输组织保障，就是推进全
产业链协调运行的关键环节。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主任赵峻
表示，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铁路部门主动与各级
地方政府、企业联系，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企业复
工复产安排，发挥统一调度指挥优势，有效对接供
需双方，根据企业物资运输需求，“一企一策”精准
制定运输组织方案，协调帮助重点企业尽快恢复正
常生产。

国电东北热力集团沈阳热电有限公司位于沈
阳市铁西区，负责沈阳市内 46 家大中型企业和
42000 户市民住宅楼的冬季供热，日耗煤量近 9000
吨，这些电煤全部用铁路来运输。该公司运输科长
李晓辉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来，沈阳车务段大成
站有关人员主动前来走访，了解供暖期用煤需求和
耗煤量，共同研究确定保障电煤运输的方案。在铁
路部门的积极努力和大力配合下，目前电厂煤炭存
储量充足。

在广西，针对贺州市石粉企业复工复产后往山
东发送货物运量较大的情况，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
公司一方面加大集装箱调配保障力度，另一方面采
取运价下浮 30% 的政策，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2 月 10 日以来，每天从广西贺州发
送山东的石粉保持在 35 个集装箱。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计显示，1 月
份，全国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 3 . 6 亿吨，日均发送
1173 万吨；电煤日均装车 44990 车，全国直供电厂
存煤可耗天数平均保持在 20 天以上，为企业复工复
产和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运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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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2 月 11 日电（记者陈刚、刘巍巍、沈汝发）用微信
联系每位员工，一日一报掌握其接触史和旅居史；动态防疫消毒，
排定复工计划。10 日，江苏省太仓市最大的德资企业舍弗勒集团
中国公司启动复工生产。

“门卫加强了防范和检疫，食堂、车间消毒不留死角，还组
织力量采购了大批防护口罩。政府强调企业主体责任，我们也
落实到人，对每位员工负责。”舍弗勒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张艺
林说。

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经济体量第二位、拥有雄厚制造业集群
的江苏省，今年节后延迟复工的规上工业企业有 4 万多家。10 日
当天，1 万多家规上企业复工，按照有序复工计划，今后每天都将
有一批企业陆续复工。

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成为企业的普遍选择。在法资
企业欧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戴口罩任何人不得进入厂区，测
温、登记、消毒时，要求人际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餐厅里大桌全部

调整为小桌，间隔也要超过 1 米。每餐由专门送餐公司统一配
送、回收。”美资企业珀金埃尔默集团太仓工厂工程和安全经理
陈亚林说。

“不仅有规程，还有细致的办法。”11 日，苏州工业园区日资
企业卫材（中国）药业副总经理岳文琴接受采访时说，工厂封闭
了吸烟室，避免有人取下口罩；部门门口放上小桌子、酒精喷壶，
物品取放都要消毒；实行多班次，避免人员聚集。

在南京，拥有 11 条生产线的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日开启 2 条生产线复产，企业总工程师陈祥峰在车间外对记
者说，复工的 616 名员工多是本地人，外地员工返回须隔离 14
天，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员工暂不返回。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厂时，员工戴口罩依次接受体温测试；
车间内，广播反复播放防控知识，不时有保洁人员用酒精、消毒
剂等擦拭墙面；在更衣区，员工不仅要严格洗手，还要接受全面
消毒。

经济运行“遭遇”严峻疫情，如何迎难而进。江苏省编制了疫
情防控技术指南，对员工返岗、防护措施及一旦发现病例后的应
急措施等给予指导，并提供财政、金融、公共服务等支持，确保返
岗复工安全有序。“还有一些员工在接受隔离，计划 2 月底所有
车间正常运转。”陈祥峰说。

随着生产稳步恢复，尽管面临防护物资缺口、物流不畅、供
应链需协调等挑战，众多企业仍看好发展前景。

瑞典企业利乐包装自 1994 年进驻昆山以来一直稳定发展，
订单充足。“阳光总在风雨后。”利乐亚太区需求及供应总监、利
乐供应链防疫总指挥黄雪峰说，目前，300 名员工中有一半以上
坚守岗位。

“受疫情影响，中国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我们对中国
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舍弗勒集团家族股东及
监事会主席乔治·F.W·舍弗勒说，中国区是舍弗勒集团全球业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能战胜目前困难。

阳光总在风雨后：制造业大省江苏有序复工

（上接 1 版）2 月 6 日，蕲春县株林镇黄泥塘村，一场本该热闹
的“喜丧”举行。没有丧宴、没有亲友吊唁，只有 10 来个戴着口罩的
送葬人员……

此前，得知一户村民家有老人去世，准备按照农村习俗摆酒
席，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一方面劝返前来吊唁的乡亲，一方面对这
户人家进行劝解，分析疫情形势，告知人员聚集可能产生的严重
后果。

“虽然觉得大不孝，但眼下是抗疫的紧要关头，不让亲戚来，是
为了保证大家安全！”老人的家属在电话里哭着表明态度。

正是这样的严格防范，截至目前黄泥塘村没有出现一例确诊
或疑似病例，为疫情防控做出了表率。

聚焦“四类人员”

打响疫情防控攻坚战

每天下午，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官基坪村的返乡人员微信
群里就会热闹起来—— 242 名返乡村民开始上报自测的体温。

“有些人没有测，也在群里报。为了防止这一点，我们都要上门
去测，每天至少一次。”村支书胡亚龙仍然不放心。他说，如果有人
体温超标，村里立即如实上报，镇政府派专人专车将病人送到县里
定点发热门诊。确诊、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会集中到医院等场所
管控隔离。

“前天我们村有个人低烧，我们赶紧上门做他们一家人的工
作，让他们分餐吃饭、分房睡觉，同时送发烧村民去县城检查。”胡
亚龙告诉记者，目前，这名村民正在县人民医院隔离观察。

底数清才能情况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发热病例、密切接触
者这“四类人员”有多少，是记者每到一地必问的问题。

“我们镇 4 万人，第一轮全面摸排，在家的 24182 人，其中武汉
返乡人员 3674 人；目前确诊 3 人，疑似 7 人，密切接触者 54 人；征
用了一个酒店作为集中留观点，有 40 个房间，28 人在酒店集中隔
离……”面对记者的发问，蒋家彪迅速报出一组数字。

蒋家彪进一步介绍，当地开通了 96120 电话平台，接到发现发
热病人的电话，指挥部就下达指令，安排改造过的专车送发热病人
到乡镇卫生院预警分诊，可以查血象和胸片。疑似的送定点医院，
不能排除的送到观察点，属于其他病症的开药回家吃。

2 月 7 日，湖北省做出部署，迅速开展辖区人员健康状况全面
摸排，要逐户逐人包保，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不断一天”。并
要求对确诊病例集中收治、疑似病例集中收治、发热病例集中留
观、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必须全部做到“百分之百”。

湖北省明确，要整合调动镇村干部、党员、民警、医务人员和居
民群众等方面力量，组建专兼职的工作队伍。村（社区）防控工作队
要做到全员全天候在岗，疫情一天不结束、队伍一天不解散。凡防
控工作队员擅自离岗、擅离职守的，一律严肃处理。
记者来到通山县通羊镇德船村探访时，在村卫生室扑了个空。

一问才知道，村医正跟随工作队给村民上门测量体温。在村委会值
班室，记者见到多名值班干部正对照本村户籍名单逐个打电话

询问。
“再排查一遍外来人员。”村党支部书记陈定鸿说，刚开始排

查时，老百姓有抵触的、瞒报的，不是很准确。随着防疫宣传工作
的深入，主动配合的群众越来越多。

目前，1900 多人口的德船村已排查出 48 名有武汉旅居史
人员以及 2 名与疑似病例有过非密切接触的人员，全部严格居
家隔离。还有 1 名与外地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的，已送往县里
隔离观察。

“对本村所有外地返乡人员，我们组织专人一天两趟上门测
量体温、消毒、发放口罩。”陈定鸿指着堆在值班室的几桶消毒
水说。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湖北各地市已经紧急行动起来。自
2 月初就启动“大排查”的黄冈市，以村（社区）为基础单元，对全
市所有人员的健康状况开展地毯式、拉网式全面排查。截至 2 月
11 日晚，黄冈市共排查发现发热病人 1 . 3 万人。

形势依然严峻

确保打通农村抗疫“最后一公里”

数据表明，春节前从武汉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流向湖北省内
农村地区。记者采访发现，收治能力有限、防疫物资紧缺、农村居
民防疫意识不强等现状，显示出不容乐观的形势。

位于湖北省最东边的黄冈市黄梅县，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
的大县。然而，全县没有一家传染病医院，没有一台负压救护车，
病员转运和标本运输隐患较大。

“县政府紧急采购的两台负压救护车，正月底才能到货。”黄
梅县疾控中心主任郭在清说，县里仅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两家
医院设有发热门诊，其他 19家公立医疗机构只有发热诊室，且
多数达不到“三区两通道”和留观发热病人的要求。民营医疗机
构基本上没有发热门诊或诊室。

“卫生院每天需要 N95 口罩 120 个、外科口罩 200 个、防
护服 40 套、护目镜 40 个，缺口还是很大。”黄梅县独山镇卫生
院院长陈春阳希望尽快补齐各种防护物资，让医护人员放心
工作。

黄梅县的困难在湖北许多农村地区都存在。黄冈市市长
邱丽新介绍，黄冈农村地区临床需求大，医疗救治力量薄弱，
县乡两级医务人员、检测技术人员严重不足。不少基层医院纷
纷告急，希望派遣更多外来救援力量参与到县乡医院的医疗
救治。

在一些农村地区，口罩等物资仍是“一罩难求”。记者发现，
一些村民采取用手捂鼻、用丝巾裹面等方式防护。武穴市花桥镇

吴文贵村村干部告诉记者，之前村里统一发了 420 个口罩，而全
村约 400 户人家，除去每日值守和巡逻所需外，剩下的口罩一户
人家分不到一个。

记者走访发现，仍有少数村民的防范意识有待加强，存在
“病毒离我们远着呢”“就聚一次没事”“没必要戴口罩”等侥幸心
理。少数不安分的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外出钓鱼。有的村民在采访
中因为担心没讲清楚，几次扯下了口罩。

形势依然严峻，但难题绝非无解。在乡镇医院，在村口塆里，
在田间地头，记者看到了更多令人感动的努力和付出，合力增添
战胜疫情的砝码。

更多援助医疗力量已经赶来——
凌晨接到通知，匆匆告别亲友，洛阳市第二批 90 名医护人

员 9 日上午出发了，随河南省援助湖北医疗队赶赴湖北随州参
加救治。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的 178 余支医疗队、总计 2 万多人驰
援湖北。不仅在武汉，黄冈、鄂州、孝感、咸宁、荆州、荆门、襄阳
等地市都有医疗队在定点医院开展工作，不断充实基层救治
力量。

更多抗疫物资设备正在到位——
2 月 9 日，奥山集团将最新一批医疗物资运抵黄石、孝感等

地防疫一线，并对接外地爱心人士，对口捐赠红安县。
连日来，在湖北省监利县，当地企业募集的 30 万个医用口

罩、5000件医用防护服已被送往龚场、周老嘴、尺八等乡镇；在
湖北省江陵县，武汉雷锋小组捐赠的 10 箱共 6000 双手套已陆
续分发到各乡镇卫生院……

当前，国家统筹安排 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
的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全力支持湖北。

更多基层党员干部站了出来，奔走在疫情防控一线——
在大大小小的村组，党员干部们拿起扫把、背上药桶，对村

里进行清洁卫生。黄梅县苦竹乡苦竹口村 63 岁的老党员柳再
荣，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桶，对村里的公共场所定时消毒。“从
上午走到天快黑，确实有点累。”柳再荣说，“但能换来大家的健
康，值了！”

“要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必须把工作做细做实。”正在
村里摸排的黄梅县独山镇党委书记马聪边走边说，全镇发动所
有党员干部齐上阵，走村入户，实行包片包组，定时上门开展地
毯式排查，坚持不留盲点，不走过场，切实抓好源头防控。

行动收获着感动，感动激励着行动。
“他们可能没有警服、救援服、隔离衣，只有一只最普通的口

罩；他们可能没有执法证、资格证，只有一张张村民都熟悉的面
孔；他们可能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为了守护好我们的
村庄。”一段来自咸丰县唐崖镇村民微信群的话，在许多乡村干
部的手机中传递。

（记者邹伟、伍晓阳、徐海波、骆慧、叶心可、陈圣炜、张愉承、
柳王敏、向定杰、黄江林）新华社武汉 2 月 12 日电

农村战“疫”如何攻坚

6 个小时，分行就量身打造出了疫后保障渔民复产的支持方
案；一天时间，省行就完成了方案的审批。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营困难，最近，河北唐山海洋牧场
实业有限公司从一次“加速”的扶持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共渡
难关的力度与速度。

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是唐山国际旅游岛的一家民营
中小企业。2007 年以来，这家企业通过实施“贝、藻、草生态系统
修复”，大力发展渔业生态养殖，带动了周边上千名渔民就业增
收，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就在企业谋划新一年发展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却让企业
春季生产活动彻底停止。压力之下，企业经营现金流骤然收紧，难
以按时偿还在中国银行即将到期的 1000 万元贷款。

当前，正值企业陆续复工复产期，唐山市委、市政府敏锐意识
到，疫情将对民营中小企业生存带来巨大冲击。如何一手抓生产，

一手抓防疫？一定要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为中小企业纾困，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为帮扶中小企业共克时艰，唐山市市长丁绣峰牵头指导，在
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2 月 4 日，唐山市政府出台了《关
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

《措施》的出台，为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带来一场
“及时雨”。在唐山市金融局、唐山国际旅游岛管委会等部门的
积极协调下，中行唐山分行急企业之所急，短短 6 个小时，就根
据企业经营实际，初步拟定了针对唐山海洋牧场疫后恢复海洋
优质蛋白供应和带动渔民复产的支持方案，明确对企业即将到
期的 1000 万元贷款给予延期半年还款；并第一时间将方案上
报省行，仅用一天时间，省行即完成了方案的审批。

“这场‘及时雨’，有效缓解了我们短期内的资金压力，让我
们获得了应对危机的宝贵时间和信心！”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振海说。 （本报记者黄国清）

高效落地惠企政策，助力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

唐山“硬核”帮扶中小企业共克时艰

新华社上海 2 月 12 日电（记
者贾远琨）上海外高桥造船、江南
造船、沪东中华造船都是在中国乃
至世界鼎鼎有名的大船厂，正常状
态下，现场工作人员上万人，其中
大多为外来务工人员。 2 月 1 0
日，复工序幕拉开，看看这些上海
“大船厂”是如何一手抓防疫、一
手抓生产的。

复工第一天，沪东中华造船厂
为员工上了“开工第一课”。此
前，每位员工都收到了《员工返岗
复工告知书》，要求做好个人防
护，并严格遵守安全作业规定，守
住安全底线，确保生产经营有序
开展。

把好“入口”是第一关。厂区
各出入口设置测温点、测温缓冲
区，员工耐心听从指挥、佩戴口
罩、出示工作证，保持 1 米以上间
距，逐一接受体温测量，井然有序
进入厂区。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乘坐班车的
员工在上车前需进行体温检测。步
行、骑行或自驾车的员工进厂区
前，需接受体温检测，体温不超过
37 . 3 ℃方可入厂。

食堂就餐是企业疫情防控重
点，各大船厂制定了详细的错时就
餐、送餐到岗等措施。各船厂复工
第一天的就餐秩序井然。有的是各
部门按计划专人订餐、统一领取。
有的在食堂就餐，严格执行单人隔
空的“高考就座模式”，保持间距，就餐完毕做好垃圾
分类。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陆续返程，三大船厂目前的复工
率约为 50% ，按照规定需进行健康观察的人员上万人，
各大船厂如何科学、有序地做好防控工作，是一大
考验。

江南造船厂的东部生活区是员工居住区，目前数百名返
回上海的务工人员回到了宿舍，都在接受 14 天的居家观
察。东部生活区 7 号楼的一二层为集中观察区，准备了 500
个房间，可同时容纳上千名员工集中观察。 7 号楼的主楼梯
已经被封， 3 楼以上的员工走另一楼梯出入，避免人员交叉
感染。工作人员介绍，宿舍、集中观察区视员工返回上海的
时间做灵活调整。人员集中，管理难度较大，江南造船厂鼓
励同一宿舍的员工同日返回上海。

把工作落实做细，才能确保船厂安全有序生产。 2 月
10 日，沪东中华造船厂建造的 49000 吨化学品船 4 号船按
计划离开码头，进入下一阶段船坞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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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月月 1122 日日，，浙浙江江天天能能帅帅福福特特能能源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
公公司司的的工工人人在在生生产产线线上上忙忙碌碌。。近近期期，，浙浙江江多多地地企企
业业复复工工复复产产，，当当地地政政府府联联动动企企业业，，出出台台多多项项举举措措
保保障障生生产产有有序序进进行行。。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徐徐昱昱摄摄

政企联动保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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