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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纪伟 汪 伟

机器轰鸣，现代化的流水

线又动起来了；“烟火”升温，街

头巷尾的商家又开门纳客了。

此情此景，让人们切身感受到

了经济“脉动”力量。辽宁省正

多措并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

经济社会循环，加快恢复和壮

大振兴动能。

优势产业加速恢复

同比增长76%——这是沈

阳鼓风机集团一季度的外贸订

单增速。

“如期完成福建古雷乙烯

装置用压缩机、中韩武汉石化

乙烯改造项目用压缩机，还通

过‘云谈判’等方式，先后拿下美

国英伟达尼龙化工三期项目等

订单……”在机器轰鸣的转子车

间，沈鼓集团副总经理单玮

表示，“我们要防控生产两手

抓，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他

身旁，高耸的龙门吊不时吊起

巨大的齿轮部件，几名工人在

工位附近开展消杀作业。

在辽宁老工业基地，装备制

造企业正全力复工复产达产，确

保产品如期交货，畅通产业循

环，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铁水奔流，钢花溅射。鞍

钢集团一派火热生产场景。春

节以来，这里的炉火一刻也未

停歇，各类板材、钢轨等产品，

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在华晨宝

马沈阳工厂，海量的零部件每

天准时运来，生产线上每分钟

就下线一台新车；在中车大连

机车公司，一辆辆城铁列车整

齐排列等待涂装调试。新研制

的“绿巨人”——首台FXD3-J

型鼓形动力集中电动车组动力

车，已经运往唐山联调联试。

辽宁省政府部门创新提供

“360度”政策保障举措，全方位

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原料、物

流、用工等问题，促进上下游、

产供销、大中小企业配套协

同。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数

据显示，1月25日~3月31日，

辽宁省内银行业累计为中小微

企业新增贷款268亿元，涉及企

业19,280户，力防资金“断流”。

各地提升审批服务效率。

通过线上办理、线下邮递材料

等方式，实现“不见面审批”，开

通“容缺审批”等绿色通道。

目前，辽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复工率达97.8%。新的投

资项目正加速布局落地。部

分地区“云招商”“云签约”项

目超过 400 个，协议投资额

4296亿元。

新兴动能逆势而起

辽宁省各地在抗疫中优化

关键物资产能布局，全力补齐

产业短板。

“国家公布新冠病毒基因

序列后，我们仅用5天就研制出

核酸检测试剂盒，并向有关地

区提供10万余份。”拜澳泰克

（沈阳）生物医学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尹秀山对新华社记者

说，目前正对产品进行改进。

沈阳新松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战“疫”中大显身手。

“今年一季度，医用氧气机等出

口订单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公司总经理黄勇说，“海外订单

还在增长。”

辽宁省科技部门快速推进

一批应急攻关项目，带动企业

研发投入1亿多元，攻克20余

项关键技术、30余项防护产品

难题。不仅助力抗疫，也推动

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新动能借“疫”崛起，面向

需求畅通市场循环。“我们正

加班赶制纯化器订单，5月份

订单还有20台。”大连华邦化

学有限公司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皮山丹说。

新动能的勃兴是老工业基

地未来的希望。辽宁省科技厅

数据显示，近两年全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新增3000多家；高新

技术企业新增1000多家；新培

育瞪羚、独角兽企业134家，其

中80%集中在智能制造、新材

料、洁净能源、生物医药等高新

技术产业领域。

“烟火气”回暖升温

烧烤师傅娴熟翻转着炭火

上的肉串，阵阵香气四溢。不

时有快递小哥上门取餐，就餐

顾客也注意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客流在逐步恢复，外卖增

加挺多。”沈阳市铁西区的彪哥

串店店主说，“但是防控这根弦

还不能松。”

“烟火气”升温，显示消费

回补在发力。3月27日，支付

宝数字生活平台发布的城市生

活周数据显示，辽宁烧烤商家

在支付宝平台上的销售额环比

上涨177%。

为畅通经济社会循环，辽

宁还出台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

和非居民用气成本等措施，助

力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

基本民生等。“根据电费95%结

算政策，预计上半年可为沈阳

企业降低用电成本2.6亿元左

右。”国网沈阳供电公司有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

4月 20日，辽宁出台因时

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措施，抓实落细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为经济社会秩序全

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在东北最大的服装日用品

批发市场沈阳五爱市场，实名

扫码和测温等仍在执行，顾客

们都能自觉配合。市场人气虽

还在恢复中，但往来的运货车

明显增多。一些店主开启“喊

麦”模式，扩大线上销售。“我们

一定会渡过难关！”从事饰品行

业的店主孟津羽说。

□ 李 勇 张桂林 陶 冶

双桂湖、赤牛湖等“五湖”碧

波荡漾，润泽城乡；稻、柚、竹、花

“四海”覆盖山野，四季飘香……

重庆梁平，这座昔日的“川

东粮仓”，近年来充分挖掘和运

用好农耕文化传统，以“湿地+”

为抓手重塑生态格局，运用现

代科技推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孕育出一座生态田园之城。

“以粮为本”未变
田园乡愁更浓

梁平，位于川东平行岭谷

的明月山和高梁山之间，是巴

渝第一大平坝，方圆800多平

方公里，有“小天府”之美誉。

诗人陆游曾赞叹，“都梁之民

独无苦，须晴得晴雨得雨”。

如今，这里依旧沃野千里。

暮春时节，新华社记者走进安胜

镇乡间，细雨之下，满目青翠，

成片的水田里，秧苗刚刚插

就。这里种有近万亩有机稻，

也是梁平10万亩绿色水稻基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地干部介绍，“以粮为

本”在这里至今未曾改变，近几

年，种粮更种出了新景象。产

出的冷沙米，一斤能卖到10多

元钱。依托春耕、秋收，镇里还

打造出“万石耕春”景区，办起

“晒秋节”，吸引八方游客前来

感受田园风光。

梁平还顺势发展农旅融合

产业，实现了田园变“公园”、农

房变客房。在龙印村，“碗米”

民宿经营者、土生土长的梁平

人蒋少国表示，他从四川美术

学院毕业在外闯荡几年后，看

到家乡的田园越来越靓丽，索

性回乡办民宿，甚至将工作室

也设在这里。游客不仅能享受

田园风光，玩陶艺，还可以亲自

下稻田里抓鱼捞虾。

梁平区委书记杨晓云说，

旖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农耕

文明，一直是梁平最厚实的“家

底”，近几年，梁平着力守护和

转化好农耕传统，让农业效益

更高，乡愁韵味更浓。

“湿地+”润城乡
好生态迎客来

围绕梁平城区边的双桂湖

行走，只见碧波荡漾，白鹭纷

飞，湖面和岸边水田里，茭白、

莲藕、莼菜等“水八仙”自然生

长。这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不仅

成为梁平“城市之肾”，也是市

民游憩的好去处。

近年来，梁平区借助水资

源相对丰富的优势，推进全域

治水、湿地润城，打造以自然湿

地为主体、以人工湿地为补充

的湿地生态群落。在城区及周

边，依托双桂湖、赤牛湖、文峰

湖、龙象湖、金城湖等“五湖”，

建设大中型湿地公园。

在浅丘山林地带，利用沟、

塘、渠、堰、井、泉、溪、田等，营造

乡村小微湿地，并将其与乡村振

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脱

贫攻坚等深度融合，让小微湿地

成为乡村振兴的美丽风景。

位于明月山百里竹海深处

的猎神村，村民过去靠挖掘石

膏矿和经营竹材为生，一度造

成土地塌陷。如今，通过发展

“湿地+乡村民宿”，吸引村民和

外地经营者纷纷加入。

从事民宿设计和建造的黑

龙江人吴明龙，在村里承建一

个项目后，决定留下来搞民宿

经营；在外经商多年的本村人

陈中明翻新了自家老宅，打造

山水民宿……一年间，27家民

宿在猎神村如雨后春笋涌现。

万亩竹林映衬下，民宿经

营者们利用沟谷、稻田，恢复山

地立体小微湿地景观，打造近

山亲水的乡村体验项目，一到

节假日就“紧俏”起来。

水果没有“大小年”
科技兴农促振兴

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

区，梁平近年还加快向科技农

业、数字农业迈进，柚、竹、渔、

花果等特色效益农业快速崛

起，推动乡村振兴不断提升。

走进国内“三大名柚”之一

梁平柚主产区合兴镇龙滩村，

漫山遍野的柚子树刚开出新

花。一批百年老树和数千棵新

树错落分布。

“这棵柚子树快200年了，

不要看它老，产量可不比三四

十年树龄的少，果子口感还更

好，价格更高。”村民张文辉指

着自家院坝里一棵老柚树说。

龙滩村村支书何耀春介

绍，这里有200多年的种柚历

史，过去收成靠“天”，产量“大

一年、小一年”，这些年，引进农

技机构全程社会化服务，采取

捕食螨等生物防治措施，培育

绿色、优质的精品柚子，价格从

2至3元一斤涨到最高10元一

斤，户均柚子收入3万元左右。

“村里还把柚子园打造成

3A级景区，真正实现了产量不

分大小年，旅游没有淡旺季。”

何耀春说。

近年来，梁平还积极运用

先进的农业物联网、大数据技

术，打造起重庆“数谷农场”，实

现果蔬、花卉的工厂化生产。

在数谷农场“番茄工场”车

间里，黑骑士、夏日阳光等79个

品种的番茄长在一个个袖珍的

椰糠容器中，来自以色列的先

进脉冲滴灌控制系统，让每次

浇水精确到“滴”，保证一年四

季能产优良的果实。

如今，在高梁、明月两山之

间，80万亩绿色“稻海”、50万

亩参天“竹海”、20万亩芬芳“柚

海”和20万亩五彩“花海”构成

的“四海”与“五湖”相得益彰，

相映成趣。杨晓云说，梁平将

深入实践“两山论”，探索“两化

路”，高水平建设现代田园城市

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 李 平

一边是被取消的外贸订单

和断崖式下滑的营收，一边是

因为留岗留薪而显著增加的生

产成本，不少企业面临进退两

难境地。在这特殊时期，浙江

省绍兴市根据就业形势变化，

积极推动企业减负、劳动力余

缺调剂和技能培训等工作，打

好“稳就业”组合拳。

受疫情影响，绍兴小轩窗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近期出现

了开工不足、劳动力富余的情

况，企业负责人章建兰为这事

曾急得团团转。

“公司2月份好不容易将

500多名外省员工接回来，3月

中旬开始，企业1000多万美元

的外贸订单被取消或延期，部

分员工面临停工休假问题。这

时候，绍兴市人社局开发了劳

动力余缺调剂平台，帮助企业

调剂43名富余员工到用工缺

口的企业上班，稳定了员工情

绪，保证了员工收入。”绍兴小

轩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章建兰说，企业业务好转后，

将把员工接回来上班。

“根据企业需求，我们4月

份开发了劳动力余缺调剂平

台。在这个平台，企业可在线

申报富余劳动力用工调剂需求

和阶段性用工短缺信息，后台

导出后进行系统梳理，精准匹

配劳动力供求信息。”绍兴市人

社局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裘宏柱说，目前该平台已帮助

8家企业近300名富余员工找

到了“新”工作。

用职业技能培训来稳定员

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是绍兴

市“稳就业”的重要做法。“疫情

期间，政府鼓励企业开展线上

职业技能培训，按照每人32个

课时、每个课时25元的标准进

行补贴。”浙江万丰奥特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工商学院副院长

张苏君说，趁着订单空窗期，公

司开发了近50课时在线技能

培训课程，组织六大工种2300

多人参加了在线学习，通过2

个多月的学习，员工工作技能

显著提升。

“目前，绍兴市150多家企

业开展了操作技能、电子商务、

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线上培训，

累计培训2.43万人次、培训时

长60.75万小时，政府预计将

发放培训补贴1700万元。”绍

兴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

长沈晔峰说，越是疫情时期，企

业和员工越需要苦练内功。

拥有600多名员工的浙江

金莱利印染有限公司，因疫情

影响，企业经营受到较大冲

击。绍兴市人社部门得知企业

情况后，根据政策第一时间返

还企业2019年12月份社保费

用52.55万元。

“政府后续还将免征企业

2至6月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近180万元。”浙江金莱利印染

有限公司负责人潘林峰说，阶

段性减免、返还社保费用对中

小微企业来说，不仅是一剂“止

痛药”，更是一剂“强心剂”，帮

助企业熬过“寒冬”，迎接“春暖

花开”。

截至目前，绍兴市已为2.03

万家企业返还社保补贴3.96亿

元，为9.74万家企业阶段性减免

养老、工伤、生育等单位缴纳的

社保费用6.14亿元；1440余家

企业缓缴社保费1.67亿元。

□ 潘 德

在贵州省水城县杨梅乡的

菌种场，工人正驾驶铲车往车

间运送木屑、麦麸等原材料，这

些材料经过几道工序，很快被

制成一个个大小一致、松紧适

度的暗褐色菌棒，身着红黑相

间工服的高凤香正和工友们将

菌棒装筐上架。

53岁的高凤香是杨梅乡

姬官营村的脱贫户，2019年1

月开始在菌种场上班，每月

3000多元的工资已成家里的

重要收入来源。“在菌种场上班

比之前种地更划算。”高凤香

说，以前种地，一年“累死累活”

也只能收1000多斤玉米，还不

够喂两头猪，现在工作轻松多

了，而且收入稳定，加班还有加

班费。

水城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虽于今年3月脱

贫摘帽，但剩余贫困人口超过

1万人，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很

艰巨。2018年初，该县立足当

地的冷凉气候开始大力发展食

用菌产业。短短两年时间，食

用菌已经成为县里总产值达

4.83亿元、带动4800余户像高

凤香这样的贫困户脱贫增收的

扶贫主产业。

水城县农投集团副总经理

孟莹认为，该县食用菌产业能

在短时间内做大做强，除了“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优

势，还有两个关键因素：全产业

链发展和科技助力。

目前，食用菌产业已覆盖

全县14个乡镇，拥有28个种

植基地，种植大棚近3400个，

集菌棒菌种生产、食用菌种植、

冷链物流、泡沫塑料生产及有

机肥生产等配套设施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

此外，水城县依托中科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贵州省农科

院组建了专家工作站和实训基

地，为食用菌产业提供技术支

撑。今年4月，为培育更优良

的菌种、培养更多技术人才，水

城县和相关科研单位联合成立

了食用菌研究所。

“菌子对生长环境的要求

很苛刻，不同品种对菌棒摆放

方式、光质、土壤的要求都不一

样。”研究所技术人员杨欢说，

所里有专人会定时到各试验片

区对菌棒的生长情况进行观察

和记录。

在孟莹看来，“全链条+科

技”的模式可谓一举多得：既能

研发适合本地的品种，统一生

产标准，确保食用菌的品质和

产量，又可减少种植户在运输、

贮藏、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成

本。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的带

动面更广，每个环节都能为农

户提供增收渠道。

3月以来，水城县不少食

用菌种植基地进入了采摘季，

姬官营村迎新组的香菇种植基

地也于 4月中旬收完了第二

茬，产量20余吨。基地负责人

严利介绍，基地有111个大棚、

50多万支菌棒，采菇高峰期每

天需要40多个村民务工，工资

按 10 元/小时算。香菇销售

后，村集体和村民还可参与利

润分红。

在机器轰鸣中感受经济“脉动”
——辽宁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调查

“ 五 湖 四 海”绘 出“ 田 园 之 城”
重庆梁平以“湿地+”为抓手重塑生态格局，运用现代科技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孕育出一座生态田园之城

巍峨秦岭 生态屏障
秦岭，横贯中国中部的

东西走向山脉，是中国地理

上重要的南北分界线。作为

生态屏障的秦岭山脉还发挥

着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

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诸

多功能。同时，秦岭也被誉

为中国的“生物基因库”，域

内现有陆生野生动物580余

种。被称为“秦岭四宝”的大

熊猫、朱鹮、羚牛、金丝猴四

种珍稀动物，其种群和栖息

地面积近年来不断增长。图

为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景色。

新华社记者 刘 潇 摄

浙江绍兴：打好“稳就业”组合拳
积极推动企业减负、劳动力余缺调剂

和技能培训等工作

贵州水城：科技强链成就“小菌大业”
多环节为农户提供增收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