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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像一个天然的“冷静期”，给

了许多人一个重新审视婚姻的机会。
也许是感受到陪伴和关心的温暖，决
定与对方携手一生；也许是懂得了
包容和人生的宝贵， 重新珍惜彼
此；也许是在一地鸡毛的琐碎中加
深了矛盾， 吵着闹着要分开……
（详见本报3月12日A04版）

这段时间， 民政局婚姻登记窗
口成了反映婚姻变化的一个窗口，
尽管在这里上演的依旧是悲欢离

合，但这悲欢离合因为受疫情影响，
从而更有了社会学研究的标本意义。

其实疫情发生以来， 因为长
期困守屋内， 网络上不乏各种调
侃的段子， 其中就有与婚姻有关
的，有人说因为无法出去浪，所以
跟配偶关系反而变好了。 疫情期
间，除了不得不朝夕相处，似乎还
有生死与共的色彩在其中， 往日
的鸡毛蒜皮在“明天和意外不知
道哪个先来”的面前，早就不值一

提， 于是夫妻双方更加珍惜彼此
也就成了理所当然。当然，也并非
所有人都如此， 一些夫妻在此期
间， 对方的缺点在自己眼里不断
放大，终成怨偶、分崩离析。

一场疫情，多少悲欢。婚姻之
所以成为疫情中的标本， 是因为
它也是人生中的离合大事，同时由
于太多的因素影响着现代人的婚
姻， 也使得现代人的婚姻脆弱不
堪。 与其说是疫情让婚姻产生变

化，不如说是人们自己在放慢节奏
之后有了充足的时间相守、判断与
决定。其实反思一下，我们在平时
到底有多少时间和耐心与配偶沟
通交流？有多少热情去互相倾听互
相支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婚
姻的质变，必定是由量变引起。

疫情让婚姻中的人们有了两
个多月的时间去真正朝夕相处，
去认真审视婚姻中的问题， 以及
接下来的选择到底是与子偕老还

是一别两宽。选择继续走下去的，
必定认清了婚姻的本质， 重新给
婚姻勇气和希望， 或许今后还会
产生矛盾和争吵， 但有爱就有信
心；选择分开的，也必定是看到了
即便努力也无法填补的沟壑，于
是彼此放手，互相成全。

无论是离还是合， 都希望是
成人世界里深思熟虑的选择，愿
有情人终成眷属， 也愿情尽者各
生欢喜。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支持对重点建设项目返岗人员开展核酸
检测。3月20日前， 所发生费用的50%由省发
改委安排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予以补助。

全力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砂石料稳定供
应。全力支持砂石料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严厉
打击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违法行为。

推动疫情风险较低的地区率先全面复工
复产。 已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或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支持的在建项目，要全面复工。

全力支持“135”工程（升级版）加快实施
见效。对2020年2月至6月期间新租赁“135”工
程标准厂房500平方米以上、 租期一年以上，一
次性给予每平方米50元的租金奖补。

进一步强化重点项目金融服务和配套支持。
省发展改革委与国开行湖南分行等金融机构建
立500亿元左右的稳投资补短板强动能专项。

本报3月12日讯 春蕾
绽放，生机勃发。今天是一年
一度的植树节，上午，省委
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 省政协主席李微
微等省领导来到正在建设中
的长沙县 梨街道龙华公
园，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兰
香、王少峰、胡衡华、谢建辉、
张剑飞、冯毅、李殿勋、姚来
英、 刘莲玉等一同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

龙华公园设计定位为社
区公园， 今后将成为周边市
民日常游憩、亲近自然的公
共场所。来到这里，杜家毫、
许达哲等省领导拿起铁锹，
走向山坡上的植树点。大家
几人一组，挥锹铲土、围堰
浇水， 接连种下桂花树、樟
树、乐昌含笑、垂丝海棠等
树种， 为荒坡披上绿装。植

树中，杜家毫说，近年来，我
省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在生
态文明建设、 植树护绿、野
生动物保护等方面进一步
加大立法工作力度，在法治
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广
大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更好
地绿化大地、美化三湘，共建
共治共享美好家园。

据了解， 今年义务植树
活动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国
土绿化 助力实现全面小
康”。 自1979年开展全民义
务植树运动以来， 我省累计
有9.27亿人次参与义务植
树， 义务植树46.02亿株。目
前 ， 我省森林覆盖率 达
59.9%， 绿水青山已成为湖
南的一张靓丽名片。

■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3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复
工复产情况调研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定于3月中旬组织29个调研
工作组，对部分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复工复产情况开展调研。

《通知》指出，调研的目的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指导帮助
地方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切
实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
实落地，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

■据新华社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愿情尽者各生欢喜

中央将派29个工作组
开展复工复产调研

绿化大地、美化三湘，共建美好家园
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乌兰等省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湖南发布实施方案
制定涉企政策，请听取企业家意见

省发改委战疫情抓项目稳投资九措施
支持以银行保函形式缴纳临时用

地复垦费用。2月至6月期间，省级重点
建设项目新占用临时用地的，需缴纳的
临时用地复垦费用的50%以内部分，
允许施工企业以银行保函等形式缓缴。

建立企业投资项目远程核备绿色
通道。2月至6月期间，全省各产业园区
内符合规划的新开工建设项目， 可全
部开展承诺制改革，实行容缺受理、先
建后验。

进一步强化重点建设项目调度服
务。各地对重点项目派驻联络员，做好
开工复工的精准帮扶。

积极筹备全省“集中开工月”活
动。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加强项目
储备和前期工作， 为项目尽快落地开
工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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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2日讯 为充分发挥
投资增长对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
支撑作用，3月11日， 省发改委发
布《关于战疫情抓项目稳投资有
关事项的通知》， 出台9条举措稳
投资。

9条举措聚焦重点项目建设最
迫切最急需的诉求，如省发改委将
与国开行湖南分行等金融机构一
道，建立500亿元左右的稳投资补
短板强动能专项， 对公共卫生防
疫、应急管理和基础设施领域补短
板等项目重点支持，在政策允许范
围内给予利率优惠。

同时，支持对重点建设项目返
岗人员开展核酸检测。对省级重点
建设项目及纳入“五个100”的重
大产业项目、产品创新、科技创新
项目，鼓励项目单位对返岗员工统
一进行核酸检测，2020年3月20日
前，所发生费用的50%由省发展改
革委安排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予以
补助，项目单位自筹部分列入项目

建设成本。
此外，在加大“135”工程升级

版实施力度、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基
础上，落实湘政发〔2020〕3号文件
要求， 对2020年2月至6月期间新
租赁“135”工程标准厂房500平方
米以上、租期一年以上，且完成投
产的入驻企业，一次性给予每平方
米50元的租金奖补。

此外，疫情期间，建立全省重
点建设项目复工复产日报制度，实
行一日一调度、一日一协调、一日
一反馈。对项目复工及建设中遇到
的具体问题，分级分类分区域协调
解决。疫情期间批量返岗务工人员
达到400人以上的， 可由省发展改
革委联系协调铁路部门加开专列、
安排专区候车进站，为复工复产提
供运力支持。

据悉，以上政策措施执行期限
为本通知公布之日起至疫情解除
之日止。

■ 记者 卜岚

建立500亿元稳投资补短板强动能专项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最迫切最急需诉求，我省出台9条举措稳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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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2日讯 今天，
省发改委印发《建立健全企
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首次对企业家参与涉
企政策制定提出机制性规
范性要求。《方案》 指出，制
定涉及企业切身利益或者
权利义务、对企业生产经营
有重大影响的有关专项政
策，应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
议。据悉，《方案》自3月12日
起实施5年。

《方案》明确，对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
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项
目等， 除依法需要保密和重
要敏感事项外， 牵头部门应
通过适当形式、 在一定范围
内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
如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编
制区域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
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分
析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调控
政策， 制定重大改革方案和

对外开放政策； 研究布局重
大建设项目等等。

凡制定涉及企业切身利
益或者权利义务、 对企业生
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有关专
项政策， 起草部门应充分听
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如：涉
企行业发展规划、 行业标准
和规范； 市场准入、 环境保
护、安全生产、招标投标等政
策意见；财税、金融、价费、土
地、 能源等与企业生产经营
密切相关的专项政策； 涉企
审批和监管政策等。

此外， 重大涉企政策出
台满一年后， 将适时开展由
工商业联合会、企业联合会、
行业协会商会、 咨询机构等
第三方机构主导、 企业家代
表参与的政策落实情况评
估。对可能增加企业成本、影
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政策
调整， 应在听取相关行业企
业意见的基础上合理设置缓
冲过渡期， 给企业留出必要
的调整时间。 ■记者 卜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