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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工业篇

本报2月16日讯 2月15
日，长沙发布《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意见》
（简称意见）， 围绕稳定用工就
业、减轻企业负担、优化金融服
务、支持持续发展等4个方面提
供20条政策支持， 帮助中小企
业应对疫情，共渡难关。

意见明确，受疫情冲击、生
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
允许综合调剂使用年度内休息
日，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疫情期
间返岗时间、工作方式、薪酬水
平，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调
整工时、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
位，尽量不裁员、少裁员。

对承租园区国有经营性用
房的，从2月份开始，免收1个月
租金，减半2个月租金。鼓励民营
业主参照上述标准减免工商业
用房租金； 对因受疫情影响、办
理报税存在困难的， 由企业申
请，依法办理延期申报。对确有
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
的，由企业申请，依法办理延期
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3个月。

对于因疫情冲击暂时经营
困难的中小企业， 意见还引导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并主动为现金
流紧张的中小企业提供流动资
金贷款及小额票据贴现等金融
服务，确保2020年小微企业信
贷余额不低于去年同期。

■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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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6日讯 立春过后，又
到一年采茶时。这些天，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坪年村的
千亩茶园多了一群特殊的采茶工。受
疫情影响，原本年后要出去务工的近
400名“滞留村民”在家门口复工了！

戴上口罩，背上茶篓，一人一行，
分散作业。每天早上7点不到，坪年村
的千亩茶园就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
方。原本计划年后要去浙江打工的村
民石仙莉得知村里的茶园要开采冬
芽茶， 第一个找到村支两委报名采
茶。“现在疫情严重， 不能出去打工，
刚好是采冬芽茶的时候，反正就是在
自己屋门口，所以大家都来做事了。”

一芽一叶， 动作娴熟，“滞留村
民”石爱珍已经在茶园打了五天工，
半天的功夫， 她的茶篓就装满了新
鲜的茶叶。 背着刚刚采摘下来的茶

叶，石爱珍很快就找到了停在茶园旁的
茶叶收购车。

“你的茶叶是十斤二两， 一共是
312块钱！”茶园旁，茶叶收购老板龙时
远称了称石爱珍递过来的茶叶， 很快就
把账算好了。“哎哟，真没想到，这个采茶
叶比我们到外头打工的工资还高！”刚刚
还在地里的茶叶转眼就变成了现金，石
爱珍乐开了花。

“黄金茶里有黄金！”近年来，吉首
市大力发展湘西黄金茶产业，坪年村作
为重点扶持村， 已经发展种植2600余
亩，实现了全村222户家庭的全覆盖。

采一天茶平均收入200元左右，一
个月能挣个四五千块钱，尝到了甜头的
村民们纷纷加入，现在坪年村近400名
滞留村民都成了茶园里的采茶工，在自
己的家门口实现了复工复产。
■记者李成辉通讯员田明峰隆琼周岳峰

本报2月16日讯 记者今天从长
沙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疫情发生以
来，长沙全力保障“菜篮子”产品供
应，全市已抢种齐心白、油麦菜、生菜
等速生叶类菜12116亩，预计上市时
间为3-4月。截至2月15日，长沙本地
蔬菜存园面积6.4万亩， 每日上市
1300吨左右，“菜篮子” 产品供给充
足、流通顺畅、价格稳定。

浏阳：
定下抢种各类蔬菜11万亩目标

培土、翻沟、点籽、铺膜……2月
15日上午，阴雨绵绵，在浏阳市官桥镇
合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数名戴
着口罩的村民正分散在各个蔬菜大棚
内忙活着抢种本地苦瓜、黄瓜等蔬菜。

合作社负责人李孟其介绍，除正在
采摘上市的白菜、油菜苔、红菜苔等叶类
蔬菜外，目前五号白菜、苋菜等已进入生长
旺季，预计再过一两周便可上市销售。

每年3月、4月，正是本地蔬菜“春
淡”时节。浏阳市农业发展事务中心定
下了在全市范围内抢播、 抢栽早春叶
类菜和早夏瓜果类菜11万亩的目标。

1月30日开始，组织部分合作社开始抢
种苋菜、空心菜、小白菜、油麦菜等速生
叶类蔬菜， 目前已完成3500亩，3月上
中旬预计完成2万亩； 积极组织全市蔬
菜基地抢栽辣椒、茄子、南瓜、黄瓜、苦
瓜等瓜果类蔬菜，目前已完成1.8万多
亩，预计3月底完成8万亩。叶类菜和早
夏瓜果类菜预计3月上旬陆续上市。

长沙县：
速生叶类菜已达2000余亩

在长沙县春华镇湖南宇田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600亩的速生叶类菜田里，
20多名农人正在为播种有序盖膜。负
责人崔斐介绍，近期气候适宜，基地正
在加强田间管理，合理调控肥水，抢播
一批速生叶类菜，丰富下阶段“春淡”
期蔬菜品种和类型。

长沙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全县速生叶类菜面积达2000余
亩，江背镇振顺华种植合作社、开慧镇
绪杨种养专业合作社、 绿悠朴等农业
企业也正在抢播速生叶类菜， 确保长
沙县4月上中旬早春菜的如期上市，保
障蔬菜均衡供应。 ■记者 李成辉

本报2月16日讯 面对当前疫情
防控的新形势、新要求，长沙市天心
区选派381名干部赴全区有关重点企
业、商务楼栋、建设项目、中小企业担
任驻企防疫联络员，协助指导企业开
展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吹响了复
工复产疫情防控“集结号”。

驻企防疫联络员主要指导帮助
企业做好防疫监督和信息收集工作，
督促检查进入厂区人员测量体温、佩
戴口罩、 员工食堂分餐和卫生措施、
员工宿舍卫生及日常消毒情况；到各
级定点医院领取预防性中药汤剂，督
促企业发放到每名员工；鼓励引导企
业对员工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
查等。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璐璐

本报2月16日讯 受疫情影响，当
前很多居民买菜不方便， 也让本地菜
农没了销售渠道。为解决这一问题，株
洲城管在小区里设立便民菜农驿站，
协助菜农“零接触”售菜。

在株洲市天元区佳兆业二期小区
入口处的便民菜农驿站， 蔬菜被分类
码放整齐， 驿站里张贴了所有菜农的
身份信息，每一类蔬菜的价格，以及当
天蔬菜销售情况列表， 还有执法队员
和物业工作人员在一旁协助引导。前
来买菜的居民， 只需要按捆挑选好中

意的蔬菜，然后扫码付款，无需过秤，
无需交谈，全程“零接触”。

“所有蔬菜首先确保新鲜和健
康，同时严格按照从菜农手中收购的
价格平价销售，中间环节完全开放透
明，居民们也可进行监督。” 现场城管
执法人员说，他们会严格把关菜农身
份信息，进行备案，并在驿站里公示
所有菜农身份信息，确保蔬菜第一接
触人健康。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张颀

本报2月16日讯 长沙地
铁3、5号线一期工程7月实现初
期运营； 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
程基本进入收尾工作开始管线
入廊建设；芙蓉大道（长沙段）
快速化改造工程实现一期工程
主线通车……长沙市发改委日
前下达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
划。今年，全市重大项目1320个
（含打捆项目， 其中续建项目
716个、新建项目604个），预计
项目总投资16245亿元，2020
年度预计投资3592亿元。

国家、省在长政府投资类
项目共6个

今年， 全市政府投资类重
大项目420个， 预计总投资
4960亿元，今年预计投资1016
亿元。其中国家、省在长政府投
资类项目共6个， 总投资627亿
元，今年预计投资46亿元；包括
常益长铁路、 长益高速扩容项
目等续建项目， 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改扩建、 绕城高速白竹收
费站改造2个新建项目。

黄花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
将在第二跑道东侧建设第三跑
道及相应的滑行道， 新建T3航
站楼以及机务维修、货运、供电
等辅助设施。 项目预计总投资
逾400亿元，今年将加快推进前
期工作，力争早日动工。

绕城高速白竹收费站改造项
目为绕城高速东南段预留互通，
建设初期的设计规模为4进7出，
功能定位为远期作为长沙市主城
区进出通道， 现结合红旗路的建
设进行完善。 项目总投资1.5亿

元，预计年内基本完成建设。

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今

年市本级政府投资类项目共
158个，年度预计投资415亿元，
其中城市基础设施类新建项目
包括全市断头路瓶颈路建设、马
栏山信息港、湘府东路等。

湘府东路西起浏阳河西，东
至黄兴大道，含湘府路浏阳河大
桥，全长约5493米，为城市快速
路，采用主线“高架桥+辅道”的
快速化设计。 项目总投资逾30
亿元，计划年内开工建设。

公路、水运、站场交通类新
建项目包括湖南湘江新区综合
交通枢纽公交功能区改造工程、
猴子石大桥西公交首末站、湘雅
路公共停车综合体等。保障性安
居工程及片区改造开发类新建项
目包括高铁会展新城城中村改造
项目(一期)、马栏山人才公寓、岳
麓山大科城区域配套项目。

社会投资类重大项目
共900个

在社会投资项目方面，全市
今年共铺排项目900个，年度预
计投资2576亿元。

三一智联重卡和工程机械
扩产项目年内将完成部分厂房
主体建设；天际汽车长沙新能源
项目主体竣工， 实现正式投产；
蓝思科技视窗触控玻璃面板生
产项目完成部分厂房、 办公楼、
宿舍主体建设；长沙智能终端产
业基地HUB仓完成设备安装，正
式投入运营。 ■记者 石芳宇

连日来， 长沙各企业在积极防疫的前提下，开
启了全面复工的热潮。特别是园区企业，复工率普
遍达七八成。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工程
机械产业逐步复工复产赶订单。

据长沙市工信局统计，截至2月14日，长沙已
复工规上工业企业1802家，复工率60.1%（剔除烟
花企业复工率68.3%），复工人数达20万人，其中
114家重点工业企业已全部复工。 ■记者 胡锐

早在大年三十， 远大科技
集团就召回了部分员工生产防
疫物资———静电及臭氧灭病毒
产品。2月10日，该集团全面复
工，80%的员工复岗。 截至当
天， 生产移动肺保超10万个、
静电空气净化机1000余台。

在缺少新冠肺炎特效药的
背景下， 注射胸腺法新成为保
护一线医务人员的应急方法。
2月12日， 我省唯一能生产该
药的湖南赛隆药业有限公司捐
出了全部防疫库存药品， 其中
包括价值160万元的注射用胸
腺法新。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公司于2月10日正式复工
后，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
组织人员加班加点赶工。

位于长沙高新区的湖南明
康中锦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目前全国唯一可以同时生产
高流量无创呼吸湿化治疗仪和
医用无创呼吸机的企业， 无创
通气和经鼻高流量氧疗两种治
疗方法，已纳入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已向
全国疫情一线提供了1500多台
治疗设备。“1月27日复工以来，
就一直开足马力。”该公司董事
长戴征介绍， 他们正在扩大产
能，以解抗疫一线燃眉之急。

2月16日， 在位于浏阳高

新区内的湖南盛士新材料有限
公司车间内， 两条生产线正满
负荷生产。 这是一家制作无纺
布的企业， 此前产品主要用于
制作纸尿裤。疫情发生后，立即
转产生产用于口罩和防护服的
无纺布。 该公司负责人郭大龙
介绍， 目前两条生产线每天可
生产无纺布16吨。

近日， 湖南欧亚药业有限
公司贷款1000万元，投入两条
生产线生产75%酒精消毒液，
生产能力已达30吨/天； 湖南
泓瑞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申请
备案生产预防2号方剂获批，
如今每天可生产3000包。

疫情发生后， 湖南骏越塑
胶科技有限公司将库存的
1000多套高端呼吸面罩，捐
给武汉多家医院，并决定提前
复工。而作为其呼吸机面罩支
架的供应商，湖南骏越塑胶科
技有限公司也同步于正月初
五复工。

除了以上企业外， 我省防
疫物资生产可谓全面开花。从
1月27日至31日，短短5天，我
省16家重点联系企业全面恢
复生产， 全省消杀产品的日供
应量从不到10吨迅速突破100
吨。 目前， 我省消杀产品日产
300吨，可基本保供。

行业人士一致认为，2020
年工程机械产品销量仍将维
持高位。那湖南工程机械企业
复工情况如何？

2月14日， 分装两台静力
压桩机的6台物流车， 缓缓从
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驶出，
它们将运至印度尼西亚。 恒天
九五于2月10日正式复工。复工
后的第一紧急任务， 是装配计
划当天要交货的这两台静力压
桩机。目前，恒天九五正在为马
来西亚、 俄罗斯等海外客户生
产水平定向钻机等产品， 相关
产品皆需在2月底前发货。

2月13日，19辆满载山河

智能各类装备的运输车，依次驶
出山河智能厂区大门，它们将发
往国内广东、陕西等省，以及海
外。据了解，山河智能于2月8日
全面复工， 此次发车的设备，是
近期1.5亿元订单的一部分，
后续还将有更多的设备陆续奔
赴全球。

2月10日， 铁建重工复工
首日， 一台出口土耳其的盾构
机正式装车发运；2月5日，中联
重科复工， 中联重科土方机械
公司18台产品从麓谷工业园发
往客户；2月5日，三一在长沙举
行复工仪式， 目前三一在湖南
的8个生产园区已逐步复工。

装配、装车、发运，工程机械企业赶订单

加班、扩产、转产， 防疫物资生产马力足

抢种万亩速生叶类菜保“菜篮子”

小区设“菜农驿站”，“零接触”买菜

茶园开采，返乡“滞留”村民家门口复工

总投资16245亿元！
长沙今年铺排重大项目1320个

开足马力干，携手渡难关
长沙114家重点工业企业全部复工 防疫物资企业保供给，工程机械企业赶订单

长沙出台20条意见
支持中小企业战“疫”

镜头
长沙天心区
381名党员干部驻企

湘江新区
多举措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人勤春来早，战“疫”不误农
长沙全力保障“菜篮子”供应，万亩速生叶类菜预计3-4月份上市

小区里设“菜农驿站”，卖菜买菜“零接触”。

石仙莉正在茶园里采摘冬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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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不少蔬菜基地抢种速生叶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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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车间，工人们正在作业。 记者 胡锐 摄

湘西

复工复产·农业 篇

本报2月16日讯 组织湖南妇女
儿童医院百余名医生与开复工项目
结对，指导项目防疫工作；政务中心
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引导企业和群
众在网上办事大厅在线办理业务。记
者今天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获悉，
湘江新区已采取多举措抓好企业开
工、复工复产帮扶工作。

湘江新区出台复工复产帮扶方
案，明确首批铺排帮扶共计83个项目
或企业。帮扶工作采取一个项目或企
业，由一名领导牵头，一个部门归口，
一名特派员联络专办，一名医护人员
防疫指导的帮扶服务模式，指导促进
企业加强疫情防控管理，及时协调解
决项目开工、复工、企业复产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同时，新区及各产业
园区还出台多项措施，从生产要素供
应、稳定用工、减税降费、金融服务、
减免租金等方面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记者 石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