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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薛天

在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
区，全面复工复产的号角早已吹响。抗击
疫情的同时，秦巴山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心同样坚决。社区工厂、农业园区和
一辆辆向外输送劳务人员的大巴车，就是
秦巴山区战疫战贫时的关键“堡垒”。

社区工厂：家门口增收“不能停”
易地搬迁政策让秦巴山区深山中的

群众能够进城入镇，因搬迁而打造的社
区工厂，已成为帮助山区群众脱贫致富
的“金钥匙”。而这样的局面，并未因疫
情改变。

刚过正月十五，陕西省镇安县云盖
寺镇的兰志芳就回到了镇安恒泰电子有
限公司，和她一起返岗的还有同镇的 37
位同事。兰志芳前些年丈夫去世，她上
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生活较为贫
困。

“我从 2016年就开始在这家社区工
厂工作，每个月能有 2000多元的收入。”
兰志芳说，“企业能尽快复工，就能尽快
减轻我的生活负担。”

而在镇安芯木田公司的社区工厂
内，40余名工人正在组装比头发丝还细
的芯片用测试探针。公司总经理乐建

说，从建厂、招募培训员工，到正式生产
近一年的时间，这批工人人均每天就能
生产 2000根探针，每年可以为企业创造
超过2000万元的产值。

“山区群众经过培训也能成为合格
的产业工人。”乐建说，“疫情并没有改变
公司的发展规划，我们建成了新的生产
线，计划从附近社区再招录150人。”

“企业复工是经济恢复的关键。现
在要做好防疫，但脱贫的目标也不能松
劲。不能让群众因疫致贫，更不能让群
众因疫返贫。”陕西省商洛市委常委，镇
安县委书记李波说。

农业园区：土地里“宝贝”要深挖
“育苗前深翻整地，深度不低于15至

20厘米，底层土块稍大、表层要平整匀细
……”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早阳镇左
湾村的辣椒育苗现场，驻村第一书记江
涛和农业专家正在讲解园区辣椒育苗的
技术要领，组织贫困群众集中发展辣椒
产业。

“秦巴山区无闲草，田间地头都是
宝”。疫情并未挡住春回大地的脚步，秦
巴山区也迎来农忙时节，各区县都在继
续“深挖”土地里的价值。

在镇安县秦绿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
园区，供木耳生长的数百万个标准化菌

袋，已经堆满了仓库的货架。十几天后，
这些菌袋就将分发给秦巴山区的种植户
们，仅需按照流程化操作，菌袋所产出的
木耳，最贵时甚至能卖到80元一斤。

“公司一年可以生产1000万个菌袋，
每一个都能为农户带来7元以上的收益，
保守估计就是7000万元。这对地方脱贫
增收的拉动效果很明显。”云盖寺镇镇长
王传文说。

安康市汉滨区茨沟镇白岩村是个贫
困村，2019年在镇养蚕合作社的帮助下，
新发展了桑园1000亩。眼下正值桑树管
护的要紧时期，合作社紧急抽调了24人，
每天错峰交叉地进行施肥、剪枝、锄草等
工作。

“社员下地干活要佩戴口罩，每天早
晚测量体温，就餐也都实施了分餐制。”
合作社负责人朱云介绍说，“土地不等
人，抗击疫情重要，农业生产也不能延
误。”

务工专车：“点对点”输送保安全
外出务工，目前仍是秦巴连片特困地

区群众脱贫增收的重要手段。但受制于
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部分农民工返工不
便，还有些人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心存恐
惧。为此，陕南多个区县成立专门的工作
组，由政府掏钱包车，政府对接安排，帮助

需要返工的群众回到工作岗位。
“一桶方便面、一盒酸奶、一包湿巾

纸、一块香皂和一份农民工维权知识手
册。”21 日，陕西省旬阳县的农民工李兴
春，收到了县政府发放的返程路途用品，
踏上了返岗复工的“务工专车”。而李兴
春同行的126名农民工，也乘坐8辆大巴，
各自返回甘肃、山西、浙江的6家公司。

据介绍，旬阳县已经与新疆、山西、
浙江等 50 多个劳务基地共 30 余家企业
沟通联络，正通过“点对点”输送的方式，
逐步帮助劳务人员安全返岗。

同样，20日上午，安康市汉滨区各镇
办的首批 53名农民工，也坐着政府租赁
的大巴车，返回江苏常州。同车还配备
有服务人员和随队医生。汉滨区就业创
业服务中心主任魏东鹏告诉记者，这次
返岗就业的农民工中有 10 人属于贫困
户，尽快返岗就是他们今年能够顺利脱
贫的关键保障。汉滨区委书记王孝成也
表示，保障工人尽快返工返岗，不单单是
用工“输入地”的急切期盼，也是用工“输
出地”的责任和使命。

“但目前，汉滨区仍有部分贫困群众
因各种原因，无法外出务工。我们正在
尽可能安排其就近就业，最大程度保障
他们的收入不因疫情而产生较大波动。”
王孝成说。

秦巴山区：战疫战贫，两场仗都要打赢 新华社成都2月24日电（记者 胡
旭）日前，四川铭维医药有限公司用时
不到20分钟，就通过手机客户端自助申
办获得信用贷款 300万元，及时缓解了
资金压力。这是成都市税务局与中国
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联合推出的小微
企业减税抗疫贷投放的首笔贷款。

据了解，减税抗疫贷以纳税企业的
实缴税额及减免税额为授信依据，重点
面向诚信纳税及享受税收减免，而且生
产销售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小微
企业发放。该贷款纯信用，不需要任何
抵押或担保，单户最高可贷500万元，重
点防疫企业还可享受专门利率优惠。

有需求的企业主可进入“国家税务
总局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涉税

信息授权，然后通过“建行惠懂你”App
办理贷款申请、签约、支用和还款等全
流程信贷操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位于成都
市新都区的四川铭维医药有限公司全
力为疫情防控供给药品和消毒用品。
公司财务人员蒋松林说，由于特殊时期
结账周期较长，企业垫付资金压力较
大，资金周转较为紧张，这笔信用贷款
解了燃眉之急。

成都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减
税抗疫贷是该局以税银合作为基础，用
减税红利撬动融资便利的“减税云贷”
系列产品之一。该系列产品自 2019年
5月推出以来，已在成都地区累计投放
贷款16.2亿元，惠及纳税企业2476户。

成都推出减税抗疫贷支持小微企业渡难关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 余
俊杰）中国旅游景区协会近日联合平遥
古城、华清宫等全国 51家景区发布《中
国旅游景区防疫自律公约》，承诺多手
段加强防疫措施，为消费者提供有序安
心的游玩环境。

据了解，浙江、四川、山东等地已于
近期陆续出台景区复工政策，为旅游景
气恢复带来积极信号。首批加入公约的
51 家景区中包括 33 家 5A 级景区，其他
各地景区也在陆续加入，在疫情防控不
放松的同时，努力恢复文旅就业和消费。

据介绍，综合国家卫健委防疫政
策以及各地景区复工工作指南，此次
公约从物资准备、设施消毒、客流分时
管控、人员健康管理、防疫信息在线公
开等多个方面，对景区闭园期间以及
开园后的防疫工作提出了 9 项倡议和

具体操作规范。
根据公约，针对人流相对密集的景

区，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根据客流情
况实行网络分时预约。在购票、入园环
节，景区采用无接触购票、无接触入园，
让消费者在线上购票后，扫码便可入
园，降低因现场聚集排队购票、换票造
成的交叉感染风险。

为方便游客监督，景区还将通过美
团等 App 平台及时披露防疫信息。游
客可在页面实时查看景区防疫准备情
况，并对景区防疫工作直接反馈监督意
见，方便景区及时调整工作。

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分会秘书长曾
博伟表示，各大景区正在积极开展防疫
消毒培训工作，此次公约发布，有利于
指导相关旅游景区在开放中做好疫情
防控，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恢复。

全国51家景区加入防疫自律公约 承诺安全有序迎客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 田
晓航）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
近日，科技部完成2019年度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立项工作，此次共立项项目 43项，中央
财政投入经费4.27亿元。

在这 43项项目中，由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作为推荐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各
二级院所作为项目牵头承担单位的项目
中标9项，中央财政投入经费0.95亿元。

据悉，“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
项是“十三五”期间中医药唯一的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据统计，“十
三五”期间“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
项共立项 126项，中央财政总投入经费

达14.51亿元。
该重点专项以中医药防治重大疾

病、中医“治未病”、中药开发及质量控
制三大领域为重点，从基础、临床、产业
三个环节进行全链条、一体化设计，将
专项研究任务分解为中医药理论传承
与创新、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药资
源保障、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示范、
中医药国际化和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
等六大任务，旨在制定一批中医药防治
重大疾病和疑难疾病的临床方案，开发
一批中医药健康产品，提升中医药国际
科技合作层次，加快中医药服务的现代
提升和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助力
中医药现代化。

2019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立项43项乘坐专列去复工。2月24日，
在娄底南站，返岗复工人员排队进
入火车站。

当日，湖南定制返岗专列从娄
底南站出发，456 名务工人员搭乘
G9628 次定制专列前往珠三角地
区返岗复工。这趟复工专列由湖
南省双峰县人民政府定制，从娄底
南站出发开往广州南站，到达广州
南站后，将有大巴车将复工人员送
至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
海、中山、江门等八个城市。

新华社发（陈思汗 摄）


