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七七事变”
83周年纪念日，衡阳市雁
峰区环城南路小学的少先
队员代表来到“衡阳抗战
纪念城”碑前，举办“牢记
历史，开创未来”的主题队
日活动， 激发少先队员们
的爱国主义情感， 传承革
命抗战精神。

曹正平 旷丹 摄影报道

本报7月7日讯 今日，省发
改委等八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委《关
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
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意见》强调，对承
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出现经营困难
的， 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应直接
免除2020年上半年2—4月份
房租。

《意见》明确，对承租非国
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出现经营困难， 且未
获得房屋租金减免的， 地方政
府可以视财力， 抓紧研究制定
具体帮扶措施。 对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
出租人， 可按现行规定减免当
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同
时落实好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税收优惠政策。

同时， 对承租国有房屋的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出现经营困难的， 国有房屋出
租单位应直接免除2020年上半
年2-4月份房租， 租金已收取
的，可以抵交后期租金（已享受
“免一减二” 租金减免政策的，
不重复减免）。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的信贷投放力度， 力争普惠性
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
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对服务
业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年内还
款困难的，通过贷款展期、续贷
等方式， 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
延期还本安排， 还本日期最长
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

此外，《通知》还强调，地方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抓紧采取有
效措施，稳定房屋租赁关系，出
租人不得随意转租或哄抬租
金。 ■记者 卜岚

本报7月7日讯 今日，由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湖南银
保监局共同主办的湖南制造强省融
资对接会在长沙举行， 副省长陈飞
出席并讲话。

现场，350家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建设单位，
与各类金融机构就融资需求深度对
接。对接会以“制造强省”为主题，
注重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涵盖了银
行、股权交易所、新兴产业基金公司
等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会上，湖南
聚仁化工、湘潭宏大真空、益阳富佳
科技等30多家企业开展了现场路
演，确保融资需求更精准。

今年以来， 省工信厅力撑制造
业，并打出融资“组合拳”，向银行推
荐319个制造强省重点产业类项
目， 发布了811家制造业产融合作
“白名单”企业；促进银行向527家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发放优惠利率
贷款400笔，共计103.74亿元。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屈啸

小店“上网”生意旺，1200万
家小店收入超过去年同期。 借助
直播和短视频等方式吸引更多客
源； 利用支付宝等数字工具收款
记账、自助点餐；通过互联网银行
信用贷获得融资、 及时“自救”
……这是当下许多小店经营者的
日常。借助互联网经营手段，中国
小店在防疫期间展现出顽强的生
命力。（7月6日 人民日报）

小店是我们最常见的实体经
济之一，有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小
店总数约为1亿，这些小店普遍规
模不大，90%日流水小于3万元，
52%员工数不到5人，很多是夫妻

店，但就是这些小店，共计撑起了
3亿人就业。可以说，小店是不可
忽视的经济发展力量和疫情之下
稳就业的“压舱石”。

由于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影
响，小店经营与其他行业一样，一
度也面临重重困境。 但随着线上
经济呈燎原之势， 很多小店经营
者很快嗅到了商机， 纷纷开始展
开线上业务， 并在相关政策帮扶
下迅速开始自救。 小店经营者们
尝试数字化转型升级， 努力适应
眼下的新经济潮流， 同时由于疫
情之下线上服务需求猛增， 水果
店、烧烤摊、杂货店、服装店都一

改往日的经营模式， 越来越多地
迈向“送货上门”服务模式，保住
了店面并有效地扩大了销量。

作为社会实体经济的“神经
末梢”，小店经济的回暖具有极强
的象征意义， 它意味着整个相关
的产业链会随之恢复生机。 小店
营业额的增长， 势必能盘活供货
商手里的商品存货， 让上游供应
链活起来， 同时也反映出民众的
消费热情在持续攀升， 这种良性
循环无疑可以进一步刺激经济的
复苏，进一步唤醒市场的活力。

当然， 小店自救成效显著，
也得益于来自社会的帮扶体系

助力。一方面，政府出台减税降费、
金融支持、 消费刺激等扶持政策，
缓解小店的经营困难，降低其经营
成本；另一方面，为推动数字化赋
能小店经济，帮助小店转型，各大
互联网企业也对小店提供了技术
支持，形成了系统性的小店培育帮
扶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帮扶体系
下，众多的小店很快完成了数字化
的技术升级，迎头赶上了这波新经
济潮流，并给自己的发展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

这也证明， 尽管疫情对中国的
经济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但国民经
济的韧性始终都在， 出于生存和发

展的刚性需求，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
小店主，都在困境中毫不言弃，抓住
一切机会自救， 这既是个体顽强求
存的真实写照， 也是整体逆风前行
的社会镜像。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制
定印发《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延缓缴纳2020年所得税有关
事项的公告》，通过税费优惠政策精
准帮扶，助力小店经济发展。可以想
见，对小店这样的微小实体经济，还
将有更宽松的环境和更有力的帮扶
措施， 而街头巷尾这些最常见的小
店， 也已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复苏的
一个信号。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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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7日讯 今天，全
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
场推进会在长沙市召开。

目前， 我省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总体上还处于起
步阶段。 长沙市作为全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重点
城市之一，全市633个社区分
类设施实现全覆盖。 其他部
分城市开展了小范围的分类
试点，大部分城市尚未启动。

今天召开的现场推进会
提出，推动分类投放，要进一
步依靠街道社区党组织，统
筹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力量， 发动社区党
员骨干、热心市民、志愿者等
共同参与宣传和现场引导。
通过激励和约束手段相结
合，逐步使居民从“要我分”
向“我要分”转变。

会议指出， 充分认识垃
圾分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各地要结合当地发展水平、

生活习惯、垃圾成分等实际，因
地制宜、循序渐进，科学筹划、
协同推进。聚焦关键环节，构建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全过程体
系，要大力推进源头减量，精准
规范分类投放， 强化分类收集
管理，配套分类运输系统。

会议强调， 末端处理设施
建设是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
要保障，对于前面的分类投放、
收集、运输有着重要意义。要根
据《湖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
年）》要求，全力推进各地焚烧
处理设施建设。 尽快补齐厨余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短板， 原则
上每个市州至少建设1座餐厨
垃圾处理厂。 完善有害垃圾处
理设施， 确保有害垃圾分类计
量、分区贮存、分类中转。构建
垃圾收运网络、 资源回收网络
“两网融合”系统，提高回收利
用率。 ■记者 陈淦璋 刘奕楠

通讯员 李暾 蒋能慧

小店“自救”凸显国民经济韧性评
论

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长沙召开，会议提出

垃圾分类，要从“要我分”变“我要分”

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免租3个月

湖南搭建“制造强省”
融资对接平台

链接

湖南已建成12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7月7日召开的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推

进会透露：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是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
要保障， 目前全省已建成12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主
要布局在长沙、株洲、益阳、永州等地，另有多个项目正
在建设。

随着生活垃圾清运量上升和环境承载压力加剧，焚
烧发电逐渐成为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发电装
机规模已居世界第一。

为尽快补齐我省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的短板，省
发改委、省住建厅去年底联合印发《湖南省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年)》提出，按照“城乡
统筹、布局合理、运营高效、邻里和谐”的总体要求，规划
开工建设一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到2030年，全省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量占无害化处理量的70%。

会议要求，对于未开工项目的市县，相关部门要按
照规划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加快前期工作，确保项目尽
快开工。对于已开工的项目，相关部门要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加强指导监督，确保一批项目今年建成投产。

■记者 陈淦璋 刘奕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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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抗战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